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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碧海银沙伴椰林，仲春时节的海滨小镇博

鳌再次开启“博鳌时间”。以“不确定的世界：

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为主题的

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正在这里召开。

各方人士和与会代表纷纷表示，面对外

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亚洲各国应充分利用区

域合作机制，谋求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稳定

增长作出贡献。

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长阿

赫桑·伊克巴尔在论坛年会现场告诉新华社

记者，亚洲将成为全球消费增长重心，带动全

球供应链、价值链调整。各国要顺应趋势，加

强合作发掘发展机遇。他强调，中国经济增

长对世界经济和各国发展都是“好消息”。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总裁

雷纳特·别科图尔沃夫表示，在过去几十年

中，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果，向世界展示

了一个成功的发展故事。如今，在高水平共

建“一带一路”引领下，新项目新投资落地哈

萨克斯坦等合作国家，持续助力提升当地经

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所长张宇燕也表示，亚洲地区在世界经济中

的重要性正持续增强。他说，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此前上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其主要原

因是看好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前景。

28 日发布的《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

程 2023 年度报告》显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

要引擎，亚洲经济体 2023年整体复苏步伐加

快。报告说，亚洲成为世界经济暗淡图景中

的亮点，全球经济治理进入“亚洲时刻”。

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和

亚洲发展持续复苏让各方人士对合作发展前

景满怀信心。

在老挝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主席娥拉泰看

来，老挝当地就能感受到中国经济的活力和

对周边国家的带动。娥拉泰此前接受记者采

访时介绍，今年以来，不少中国商务代表团到

老挝考察，许多老挝农产品通过中老铁路出

口至中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倡导的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公共产品，正

为区域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菲律宾贸易与工业部助理部长艾伦·赫

普蒂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在拉动亚洲地区经

济发展方面作用不容忽视，中方提出一系列

倡议措施不仅促进各国发展，更聚焦共同繁

荣，不断促进更深层次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

球化。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金平说，中国提出各项倡议对建设公正、公

平、开放和包容的世界至关重要。中国始终

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为推动世界经济

稳定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阿根廷国立拉普拉塔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研究员塞巴斯蒂安·舒尔茨认为，亚太地区是

全球经济引擎。中国正提倡一种更具包容性

的全球化，尊重每个国家不同发展模式，致力

于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合作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增长是繁荣的

共同驱动力。”正如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所

言，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将凸显对创

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为世界带来新的增长

机遇，给全球创新和可持续技术发展提供契

机，释放出多边合作的强烈信号。

（新华社海南博鳌 3月 29日电）

团结合作 包容发展
——各方人士热议博鳌亚洲论坛为世界经济释放信心

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28日电 （记者任珂 康逸）欧盟理事

会 28日批准一项法规，决定从 2035年起禁售会导致碳排放的

新的燃油轿车和小型客货车。不过在德国要求下，使用碳中

性燃料的新的燃油车有望在 2035年后继续销售。

欧盟理事会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这项法规，从

2030 年到 2034 年，新的燃油轿车和小型客货车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将比 2021 年分别减少 55%和 50%，到 2035 年分别减

至零。

声明还说，欧盟委员会将在与利益相关者协商后提出一

项提案，在 2035年后允许完全使用碳中性燃料的车辆注册。

这项新规是欧盟委员会于 2021年 7月提出的应对气候变

化一揽子提案“适应 55”的重要部分。根据“适应 55”一揽子

提案，欧盟计划到 2030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 1990年水平至

少减少 55%，并在 2050年实现碳中和。

欧盟委员会原本希望禁售所有新的燃油小汽车，但燃油

车制造大国德国提出，希望在 2035年后能继续销售使用碳中

性燃料的新的燃油车。25日，欧盟委员会与德国宣布达成一

致，扫清了立法障碍。新法规将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发布 20天

后生效。

声明中提及的碳中性燃料主要指“电能合成燃料”，这类燃

料由从空气中捕获的二氧化碳与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所生产出的氢气制成，被认为是一种可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的合成燃料。不过，这种燃料目前还远未实现低成本量产。

欧盟2035年起禁售碳排放燃油小汽车

毕振山

自韩国总统尹锡悦 3 月中旬访日以来，

韩日关系在多个方面取得进展。然而在 3月

28 日，教科书问题使韩日两国再次产生争

端。在分析人士看来，尽管韩国政府目前并

不打算放弃对日和解，但固有矛盾以及国内

反对声浪将使韩日关系改善步履维艰。

3 月 28 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

明，对日方再次审定通过含有“不当主权内

容”的教科书表示强烈抗议。声明明确表示

不能接受日本政府对独岛（日本称竹岛）的

主权主张，并对日方淡化强征劳工行为表示

强烈遗憾。声明还说，希望日本政府在正视

历史的同时，对未来一代的教育采取更负责

任的行动。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驻韩大使相星孝一

临时回国，韩国外交部还召见了担任临时代

办的日本驻韩大使馆总括公使熊谷直树，就

教科书问题表示抗议。

据韩国媒体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 28日

审定通过了 149 本小学教科书，计划于 2024

学年开始使用。在这些教科书中，有多处试

图淡化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的历史。例

如，在描述被强征入伍的朝鲜人时，新版教科

书使用了“参军”一词。关于日本强征劳工的

表述也被淡化。

此外，关于韩日争议岛屿，之前日本大多

数教科书称之为日本领土，现在所有教科书

都改为了被韩国非法占据的“日本固有领

土”。这一岛屿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

大约 0.18平方公里，韩国、朝鲜和日本均宣称

对其拥有主权。

韩国媒体分析称，日本篡改历史教材始

于1982年，此前，韩方曾多次向日方抗议其淡

化历史问题的做法。例如在 2021年，韩方就

曾抗议日本教科书删改“慰安妇”相关内容。

在分析人士看来，韩日此次就教科书问

题发生争端，使正在和解的韩日关系遭遇

挫折。

3 月初，韩国政府方面公布了针对强征

劳工问题的“第三方赔偿方案”，由韩国政

府下属机构代替涉事日本企业赔偿强征劳

工受害者。3 月 16 日至 17 日，韩国总统尹

锡悦访问日本，以推动韩日关系开启“合作

新时代”。

此后，韩日宣布《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恢

复正常，日本宣布解除对韩国的半导体出口

管制措施，韩国则撤回了就此向世贸组织提

出的申诉。

然而，由于韩日关系冰冻已久，双方缺乏

信任，以及韩国民众对政府举措不满，韩日关

系在改善的同时也面临巨大压力。

就尹锡悦访日内容，日本媒体披露称，尹

锡悦和岸田文雄在会谈中谈到了“慰安妇”问

题、韩国进口日本福岛水产品问题以及争议

岛屿问题。其中，岸田敦促尹锡悦切实履行

两国 2015年底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共识。

对于日本媒体的报道，韩国政府予以否

认。韩国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称日方相关报

道“毫无根据、歪曲事实”，并称韩方已通过外

交渠道向日方表达遗憾，要求避免类似情况

再次发生。

但是，韩国在野党仍然就这些报道对政

府施压。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

27 日表示，尹锡悦应该就韩国有意解除福岛

水产品进口禁令作出回应，公开声明韩国政

府不会解除禁令。李在明 28日又表示，如果

岸田在和尹锡悦会谈时提到了独岛（日本称

竹岛）问题，尹锡悦就应该愤怒地离开现场。

而据韩国民调机构近日进行的调查，尹

锡悦支持率连续两周呈下降趋势，这可能与

其访日有关。日本媒体的调查则显示，日韩

首脑会谈拉高了岸田的支持率。这反映出韩

日民众对两国关系改善存在不同看法。

分析人士指出，从近一个月尹锡悦政府

的表态和举措来看，即使面临反对，韩国政府

也不太可能停下对日和解的步伐。尹锡悦希

望对日和解能给韩国带来经济利益，其背后

也有美国的支持。在教科书问题发生后，韩

国外交部官员表示，将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方

沟通，显然并不想将争端扩大化。

接下来，韩日两国还计划在 4月重启“安

全保障对话”，岸田已经邀请尹锡悦出席 5月

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扩大会议。可以预见，

至少在官方层面，韩日关系将继续保持热度。

不过，韩国国内对尹锡悦对日和解不满

的声音，预计也并不容易消失。

多数韩国民众对韩国政府处理强征劳

工问题的方法不满，有强征劳工受害者已

经 提 起 诉 讼 ，要 求 继 续 扣 押 相 关 日 企 资

产。韩国在野党将尹锡悦访日视为“屈辱

外交”，抓住一切机会对尹锡悦政府进行声

讨。而领土问题、“慰安妇”问题等就像一

颗颗“不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导致韩日

关系再度趋紧。

韩 日 和 解 步 履 维 艰

新华社联合国3月28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 28日就加强联

合国同区域组织反恐合作举行高级别公开会，中国政府非洲

事务特别代表刘豫锡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帮助非洲国家根

除恐怖威胁。

刘豫锡指出，当前恐怖活动在全球滋生蔓延，“博科圣地”

等非洲地区恐怖组织同“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勾连作乱，地

区热点问题持续动荡，根除恐怖威胁任重道远。国际社会要

急非洲之所急、想非洲之所想，共同帮助非洲应对最紧迫挑

战、解决根源性问题。

一要凝聚打击恐怖主义国际共识。要总结经验，协调行

动，增进团结，筑牢全球反恐统一战线。

二要提升非洲自主维护和平能力。要进一步加强对非反

恐国际合作，推动全球反恐资源进一步向非洲国家倾斜，在资

金、装备、情报、后勤补给等方面提高支持力度。安理会对苏

丹、南苏丹等国实施的武器禁运对提升当事国安全能力造成

负面影响，应及时调整或解除。

三要铲除恐怖主义滋生土壤。中方呼吁国际社会把发展

议程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采取务实行动支持非洲消除贫困，

实现可持续发展，帮助非洲国家从根本上解决恐怖威胁。

四要加强联合国同非洲区域组织合作。安理会要充分发

挥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年度磋商机制作用，就非洲反恐

问题协调行动，形成合力。在坚持维和行动宗旨和授权前提

下，推动维和行动更好契合非洲国家需求。

刘豫锡说，中国始终是非洲和平安全事业的同盟军。中

方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宣布的和平安全工程，通过中国－联合国

和平与发展基金帮助非洲国家制定反恐计划，为在非反恐能

力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中非在安理会共同发起“支持非

洲发展伙伴倡议”，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方将继续以

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为抓手，同非洲携手构建高

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贡

献更大力量。

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
帮助非洲国家根除恐怖威胁

新华社记者 毛鹏飞 汪艺 梁慧文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于 3月 29日至 4月

1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23年年会并对中国

进行正式访问。马科技与创新部长郑立慷近

日在吉隆坡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

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科技造福民生经验丰

富，期待进一步深化马中科技交流合作，欢迎

中国优秀科技公司赴马投资，共同发展。

中马两国在农业、科技、教育、文化、传

统医学、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顺利发

展。1992 年两国签署《科技合作协定》，成立

科技联委会。近些年两国政府间交流互动

更加密切，科技人文交流持续升温。在疫苗

研发、空间科技、中医药、人工智能、大数据、

热带农业等领域开展了诸多务实合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

郑立慷对中国创新驱动战略带来的科技

创新及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中

国在科技发展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尖端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科技创新在应用

于人们日常生活方面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

果，比如在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生

物科技、粮食安全等领域，用科技改善民生，

值得学习借鉴。

郑立慷说，马来西亚在与中国科技合作

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主要是得益于中方开展

的技术转移。他希望未来马来西亚还可以与

中国在卫星制造、遥感技术等领域开展更多

交流。

郑立慷表示，他在生活中体验最多的就

是中国创新为移动支付和电子商务带来的改

变。例如，马来西亚最流行的移动支付品牌

“一触即通”近年来快速发展，推出了包括电

子钱包在内的多种服务，这离不开马来西亚

公司与中国公司的密切合作。

谈及过去访问中国时令其印象深刻的

中国科技名片，郑立慷特别提到高铁。他

说，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

网，在这方面的科技地位毋庸置疑。他希望

可以通过与中国合作提升马来西亚轨道交

通水平，让马来西亚的交通更加通畅。中马

合作建设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是一个很

好的开始，希望马来西亚人以后也有机会享

受到高铁的便利。

谈及中国科技创新在应对气候变化、推

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郑立慷说，中

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是最直观的。中国

近年来大力发展包括太阳能、风能在内的可

再生能源，以及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迅速发展，

都是在减排和低碳发展方面的成果。在运用

科技保护环境领域，他相信马来西亚和中国

有很大合作空间。

采访过程中郑立慷还强调人员交流的重

要性。他说，目前马来西亚不少大学和中国

高校都有紧密的合作，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

加大合作力度，特别是开展学生和青年技术

人才的交流。

郑立慷认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与对外交

流合作促进了中国与各国共同发展。谈及一

些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卡脖子”等行为，他

说：“马来西亚不会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

力。对马来西亚来说，发展经济是我们的首

要任务，只要能够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带

来好处，我们都会欢迎。”

最后，郑立慷还向中国科技公司发出邀

请，欢迎优秀的中国科技公司来马来西亚，尤

其是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生物科技、电

动车等领域进行投资。他表示，优秀的中国

公司不仅能带来先进的技术，还能带来相应

的企业文化和管理经验。马来西亚一定会提

供便利的平台，帮助这些公司不仅走进马来

西亚的市场，并得以辐射整个东盟市场甚至

国际市场。

（新华社吉隆坡 3月 29日电）

期待深化马中科技交流合作
——访马来西亚科技与创新部长郑立慷

当地时间3月28日“中国秦汉文明的遗产”展在西班牙阿
利坎特考古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由陕西省文物局主办、陕
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承办、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协办，是中国西班牙文化和旅游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这是3月28日拍摄的阿利坎特考古博物馆外景。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中国秦汉文明的遗产”展
在西班牙阿利坎特开幕

▲3月28日，观众在阿利坎特考古博物馆参观“中国秦汉文明的遗产”展。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近日，游客走过意大利罗马斗兽场的中文指示牌。
意大利日前成为第二批试点恢复中国公民出境团队游

的目的地国家之一，随着中意两国往返航班增多，预计将有
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意大利。目前，意大利的许多公共
服务设施和旅游景点都设立了中文服务项目，为中国游客提
供便利。 新华社记者 金马梦妮 摄

中国游客回归 意大利提供更好体验

当地时间3月28日，日本民众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
抗议活动，反对参议院当天通过“军备扩张预算”案。

日本国会参议院当日批准2023财年（2023年4月至2024
年 3月）财政预算案，预算总额再创新高，达114.38万亿日元
（1美元约合131日元）。防卫费大增是新财年预算明显膨胀
的重要原因，并持续引发广泛争议。 新华社记者 姜俏梅 摄

日本民众抗议“军备扩张预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