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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唤新动力

联合国发布的《2023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报告：特别版》显示，在 169 个具体
目标中，仅有 12%的目标正按预期进展，
约半数目标进展不足，超过 30%的目标
进展停滞或倒退。

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不佳是一个全
球性问题。近几年，特别是新冠疫情暴
发 后 ，许 多 国 家 遭 遇 了 严 峻 的 发 展 挑
战。众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债务负担沉
重、贫困和饥饿人口激增等压力。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将于 18

日至 19 日举行，会议将审查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及其 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落实情况，对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变革
性加速行动提供高级别政治指导。发展
筹资高级别对话会将紧随其后举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可持
续发展目标峰会必须成为全球团结的时
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注入新动力，
加快行动步伐。”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面临多种复
杂和相互关联的挑战，包括气候灾害、政
治不稳定和冲突、全球经济衰退、新冠疫
情遗留影响、资金不足、不平等、制度不
完 善 、技 术 不 足 、落 后 的 社 会 和 文 化 因
素、全球合作不足、信息和数据缺乏、短
视政策等。

本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
各国领导人和高级别代表还将就金融体
系改革、债务减免、发展融资等议题发表
看法，并提出解决方案。

国际社会如何团结一致，重振实现
2030 议程的雄心，将是对各国领导人政
治智慧与决心的重大考验。

■ 应对气候危机迫在眉睫

气 候 危 机 是 一 个 全 球 性 的 紧 迫 问
题，涉及气候变化及其对环境、社会和经
济的广泛影响，包括气温上升与热浪、海
平面上升、极端天气、生物多样性丧失以
及对健康等各方面的影响。

古 特 雷 斯 自 就 任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以
来，频繁就气候危机发出警告。他曾表
示，气候影响可能会逆转过去几十年提
高生活质量方面取得的许多成绩，气候
危机代表着当前时代最典型的全球治理
难题，有必要采取更有力和急迫的行动。

去年 6 月至 10 月，巴基斯坦经历了
空前猛烈的季风降雨，历史性的洪水覆
盖了该国近三分之一的土地。这场灾难再次提醒国际社
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需要。

各国只有携起手来，通过全球合作、技术创新、消费
和生产模式转变、提升公众意识等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能
有效应对气候危机。尽管多年来全球领导人已提出诸多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气候危机仍未得到明显缓解。在
世界多地打破高温纪录、气候灾难日益频繁的当下，预计
更多国家领导人将对这个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问题表
达更为强烈和明确的立场。

■ 恢复和平与安宁刻不容缓

近年来，日趋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意识形态对立、
对资源的争夺等导致国际安全局势变得脆弱。

第 77 届联大主席克勒希 7 月 24 日说，当前全球有
27 场武装冲突继续给生命带来灾难，与冲突有关的死亡
人数达到 28年来最高，全球超过一亿人被迫流离失所。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冲突和动乱不断，非洲多国发生
政变，叙利亚等国的冲突仍然看不到尽头。如何缓解地
缘政治紧张、停止冲突，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疑将是
诸多国家领导人关注的焦点。

克勒希在离任讲话中说，各国相互合作不可或缺，人
类的生存有赖于各国的合作。古特雷斯强调：“在一个充
满各种严重危机和分裂的世界中，合作是唯一的选择。”

新华社记者 王建刚 （新华社联合国 9月 17日电）

“虽然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如果历史不能被正视、
不能被知晓，那这些事实就难以转化为避免重蹈覆辙
的深刻教训。”日前，长期自费研究侵华日军第七三一
部队（简称“731部队”）的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
研究所研究员松野诚也在东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再次强调了日本社会应正视战争历史、传播真实
历史的重要性。

为掩盖 731 部队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日军焚
烧和销毁了留存在中国的 731部队相关文件。“现在还
能找到日军参谋本部在战败前下发给 731部队将所有
文件进行紧急、彻底销毁的命令原文。”松野说，“截至
目前，整个 731 部队到底是怎样的部队，是如何构成
的，这些信息基本来源于原队员证言或 1949年苏联伯
力审判时日本战犯的供述，留存在世的 731 部队一手
资料少之又少。”

松野说，虽然 731部队在中国的大量文件被销毁，
但日本国内仍有战争期间日本留存或从中国运回的
部分文件。在这些史料中，他新近发现的《关东军防
疫给水部将校高等文官职员表》等，填补了“731 部队
成立之初的编制规模和体量”的研究资料空白，使得
731部队罪行相关证据链更加完善。

据他介绍，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史料都已
由厚生劳动省转交给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部分与外
交、军事相关的史料则保存在外务省和防卫省。日本

国立公文书馆隔段时间会披露一批修缮好的史料，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将校高等文官职员表》等就是在
新上架史料中发现的。

松野指出，即便有史料新上架，若缺乏深厚专业
知识和研究功底，也很难有所发现，因为用“731”“防
疫部队”等关键词根本搜不到什么内容。此外，搜索
敏感内容还会遭到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各种限制，如

“不允许外借、不允许复制、不允许拍摄”等，研究者只
能在资料室里自己看，很难将其作为证据公之于众。

涉及日军官兵个人信息的内容，日本往往还以
“保护个人隐私”为由阻碍研究者查阅，若非直系亲
属，连查阅资格都没有。“目前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到底
还有多少史料尚未整理上架，没人知道。”松野说。

松野表示，标明 1940 年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将
校高等文官职员表》从侧面展示出日军当时对实施细
菌战有多么急迫，“这份职员表清晰地显示，当时 713

部队因为改编扩充，至少还有 1129 个岗位空缺，在严
重缺员的情况下，日军参谋本部还是命令 731 部队在
浙江宁波、衢州等地实施了细菌战”。

“发现更多史料，让我们能更接近真实、完整的历
史。”松野说，“今后，我会继续探明更多历史真相，把真
实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不能让这样的人类悲惨历史
再次发生，这正是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的重要责任。”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东京 9月 17日电）

““把真实的把真实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访日本历史研究学者松野诚也

第 78 届 联 合 国 大 会 一 般 性 辩 论 定 于 19 日 在 纽
约联合国总部拉开帷幕。来自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
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别代表将就推进可持
续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危机、缓和不断恶化的安全局
势等关键议题，表达各自国家立场并提出解决方案。

面对世界当前困境，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各国能
提出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如何有力推进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危机，
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是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
及相关高级别活动的三大焦点。

9 月 17 日，在科威特哈瓦利省的科威特中国文化中心，体验学习汉语的孩子们与熊猫玩具合影。科威特
中国文化中心试运营启动仪式 9 月 17 日在科威特哈瓦利省举行。这是海湾地区首家中国文化中心。

新华社发 （阿萨德 摄）

虚假叙事 误导预期
——起底美西方抹黑中国经济的惯用套路

国国际观察际观察

“中国经济将要崩溃”“中国经济增速远低于美国”
“中国关键经济数据消失”“上海变成鬼城”……近期，
一系列反智反常、煞有介事的报道频频出现在美西方
所谓“严肃”媒体上，令人匪夷所思。

对这些报道稍加梳理，便可发现，此类说辞破绽百
出，了无新意，都跳不出“双重标准”“数字游戏”“选择性
失明”和“虚假叙事”等美西方抹黑中国经济的惯常套路。

这些套路的背后，一方面是长期的意识形态偏执，
使西方媒体记者基本丧失了以客观眼光观察中国经济
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某些媒体受利益驱动，通过炒作
抹黑收割流量，扩大收益。

韩国海关厅 9 月 18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 8

月从日本进口的鱼贝类规模连续第 5个月减少。
韩联社援引韩国海关厅发布的数据报道，从日本进

口的鱼贝类规模 8月同比减少 24.9%，为 1622吨。此
类产品进口额同比下滑 34.8%，为 781万美元。

据海关厅数据，这意味着，自 4月起，韩国从日本
进口的鱼贝类规模和金额连续 5个月下降。今年 1月
至 8月，这类产品进口量同比下降 11.3%，近 1.75万吨；
进口额同比减少 2.5%，为 1.01亿多美元。

与之对比，韩国进口日本啤酒呈现持续增加势头。
海关厅提供的数据显示，韩国 8月从日本进口啤

酒量同比猛增 323.7%，为 8644 吨；进口额同比骤增
393.3%，为 748 万美元。进口规模和金额均为 2019

年 6月以来的最高值。

韩国进口日本鱼贝类
规模连续 5 个月下降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黄金海岸一名男子多次带自己
的宠物蟒去冲浪，因此成为网络红人，同时引起野生
动物保护部门注意。由于违规将宠物带到公共场所，
这名男子被罚款 2322澳元（约合 1.1万元人民币）。

这名男子名为希戈尔·菲乌萨，养了一条名为“希
瓦”的地毯蟒。本月早些时候，菲乌萨颈缠“希瓦”在雷
恩博湾冲浪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菲乌萨当时告诉媒
体，“希瓦”现年 3岁，已冲浪至少 10次。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18 日援引昆士兰州环境与
科学部门高级官员约翰·麦克唐纳的话报道，调查显
示，菲乌萨仅获得了养蟒许可，仅凭这项许可，他不
能擅自将蟒带出饲养地，除非是去看兽医、进行宠物
交易等特定情况。

多次带宠物蟒冲浪
澳大利亚男子遭罚款

在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举行的美国全国航空竞
速冠军赛 17 日发生事故，两架 T-6 型教练机在着陆
过程中相撞，两名飞行员死亡。

里诺航空竞速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地时间
下午 2时 15分左右，两架已经完赛的飞机在“即将着
陆”时相撞，两架飞机上各有一名飞行员，均已死亡。

赛事主办方正同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联
邦航空局以及地方政府合作，调查事故原因。事故
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

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主持事故调查，确认
两架飞机分别为北美 T-6G 型和北美 AT-6B 型教
练机。残骸残片散落长度大约 800米。

（均据新华社）

航空比赛飞机相撞
美国两飞行员身亡

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执行总监彼
得·桑兹警告，气候变化和武装冲突正在影响全球防治这
三种危险传染病的努力。

根 据 这 一 基 金 会 9 月 18 日 发 布 的 2023 年 成 果 报
告，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国际项目在新冠疫情
后已基本恢复运作。只是，桑兹在一份同步发布的声明
中指出，气候变化和冲突带来的挑战在增加，如果不采
取“非常措施”，全球到 2030 年消灭这三种疾病的目标可
能无法实现。

这份声明说，疫情后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
的行动更具挑战性，原因在于几重危机互相关联和叠加，
其中包括气候变化。

例如，非洲海拔较高地区如今出现疟疾传播，而原先
这些地区气温不高，不适合携带疟原虫的蚊子生存。在
全球很多地方，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导致医疗机构被毁，
民众流离失所，感染上述疾病的患者猛增，同时接受治疗
的患者被迫中断治疗。在苏丹、阿富汗等国家和地区，因
局势不稳，到达急需帮助的社区都非常困难。

桑兹说，防治行动取得一些积极进展。 2022 年，在
基金会投资的国家和地区，670 万结核病患者接受治疗，
比上一年度增加 140 万人，治疗人数创纪录。基金会还
帮助 2450 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分发 2.2亿顶蚊帐。

（新华社发）

气 候 变 化 影 响 全 球 防 治
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行动

“双重标准”下的“集体斜视”

美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经济时，一贯采用“双重标准”，呈现“集
体斜视”症状，导致报道常常陷入角度雷同、持论极端的窠臼。

在“双标”魔怔下，美西方媒体长期在“中国崩溃论”和
“中国威胁论”之间横跳：一旦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调整或阶
段性挑战时，“中国崩溃论”便活跃起来；当中国经济加快恢
复或某些行业取得较快发展时，“中国威胁论”便粉墨登场。

近日，部分美西方媒体宣称，中国经济放缓正波及亚洲
邻国。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日韩等国的经济困境源
于中国经济形势不好；英国《金融时报》则报道说，韩国、澳
大利亚等国经济短期内难以复苏，是因为中国经济低迷。

然而，这些媒体均未提到，美国以“脱钩断链”“去风险”
为名，扰乱全球市场秩序，阻挠对华贸易是相关国家遭遇困
境的首要原因；也没论及，美西方极端财政货币政策对全球
金融和贸易的严重冲击。此外，美西方媒体对美债危机、美
国信用评级遭下调、美欧银行业危机等事件均刻意淡化，对
其全球溢出效应直接表现为失声失语。

今年以来，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与政客联手，密集抹
黑中国经济，一方面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给全球经济带来

“令人担忧的风险”，是“终极未知数”；另一方面声称中国新
兴产业依靠政府补贴获得“不当竞争优势”。这种把“中国
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相提并论的做法，根本不顾忌公众
对他们的信任危机。

他们刻意忽略 2013 年到 2021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平均贡献率超过七国集团总和，以及中国经济近年来年
均增长率远高于世界经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速等基本
事实。他们在攻击中国经济政策时，对美国推出包含高额
补贴条款的《通胀削减法案》等保护主义措施，均绝口不提。

深陷双标思维的美西方媒体，不仅对不同主体无法做
到一视同仁，对同一主体不同时期的报道，也无法保持一
致，以至于经常出现前后“穿帮”的状况。

2022 年 6 月，英国《经济学人》报道称中国严格的防疫
政策导致经济“失去活力”；半年多后，这家媒体又称中国优
化调整防疫政策会扰乱世界经济，带来“痛苦副作用”。

玩弄“数字游戏”欺骗公众

美西方媒体往往自诩为专业、公正，喜欢旁征博引数据

佐证观点。不过，仔细分析后却会发现，其所谓“专业性”主
要体现在玩弄“数字游戏”方面，即用看上去光鲜但不够真
实全面的统计工具为美西方粉饰太平，用具有低估效应的
统计工具抹黑中国经济。

一个值得解剖的典型是，8 月 26 日《经济学人》在杂志
封面报道中说：“（中国）经济二季度年化增长率只有令人失
望的 3.2%，而让（中国）情况看起来更糟糕的是，一项重要
预期显示美国经济年化增长率近 6%。”

须 知 ，疫 情 前 的 十 年 间 ，美 国 经 济 年 均 增 速 仅 为
2.25%，如今怎么可能达到 6%？而中国经济 3.2%的增速
又从何而来？《经济学人》之所以得出如此违背常识的论
断，是因为刻意不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二季度经济同比增
长 6.3%的数据，而是根据二季度环比增幅 0.8%，用“环比
折年率”的方法，即假定未来三个季度保持同样环比增幅，
折合得出年增长率。环比折年率得出的数据显然低于同
比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同样使用环比折年率法衡量美国
经济，那么按年率计算美国二季度经济增幅是 2.1%，仍然低
于中国经济增幅。然而，《经济学人》偏偏没有对中美经济
数据做同口径估算。

新华社记者注意到，这一报道中所谓“美国经济年化增
长率近 6%”的说法，来自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属亚特兰
大联邦储备银行一个计算模型作出的预测，其预测值最高
时接近 6%。亚特兰大联储专门说明，由于该模型把第三季
度的部分数据也纳入了计算公式，其预测并不可靠，比市场
普遍预期平均值高出一倍以上。

“选择性失明”伴随“习惯性造谣”

8 月 30 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援引美奇金投资咨询公
司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找不到中国水泥、玻璃等关键产品近
期的生产数据，指责中国拒不发布重要经济指标，并以此推
测中国经济形势不妙。

这让不少经济分析人士感到诧异。因为，早在 8 月 15

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据时，
已详细公开主要产品产量数据，其中就包括水泥、玻璃等产
品的数据。

作为专业市场咨询服务商和财经媒体，上述机构是真
没看到这些数据，还是“选择性失明”？人们不得而知。然
而，对中国经济的好消息不报或者少报，动辄造谣带节奏、
制造恐慌，正是美西方抹黑中国经济的另一套路。

譬如，不少美西方媒体热衷于报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

据，却往往无视国际收支数据。分析人士表示，海关数据存
在各国口径不一、季节性波动较大的特征，其可比性和参考
价值都不如全球标准统一的国际收支数据。

美西方媒体对这两项数据厚此薄彼的深层原因在于，
中国近年来国际收支数据一直保持基本稳定，占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比例也处于合理区间，不便炒作，而海关进出
口数据季节性波动较大，是唱衰中国经济的理想材料。

2022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22年货物贸易顺差
较 2021 年增长 19%，凸显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以及出
口新动能的快速成长；服务贸易逆差收窄 9%，主要是新兴
生产性服务贸易收入增长。该报告还指出，直接投资仍是
境外资本流入的稳定渠道，国内经济发展前景和广阔的市
场空间继续吸引国际长期资本投资。当然，这些积极数据
直接被美西方媒体无视。

以虚假叙事误导预期

随着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美西方媒体在报道
中刻意营造出这样的叙事：即中国消费市场应立即“报复
性”上涨，中国经济应持续“强劲反弹”。一旦不及所谓“预
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了大麻烦。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郭生祥认为，上述叙事方式是脱离
实际和常识的臆想。其实质是人为拉高市场预期，再以“不
及预期”的负面消息打压市场信心，进而继续误导预期。

中国英国商会副主席陶克瑞近期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表示，中国处在调整防疫政策后的第一年，市场各方面指
标已经逐步恢复并向好发展，而西方国家从调整防疫政策
到经济复苏都经历了较长过程，至今困难重重，外界应对中
国经济有信心、有耐心。

除先入为主式的报道外，美西方媒体虚假叙事还表现
在给“市面”“人气”等直观反映中国经济状况的场景加滤
镜、摆拍照片和公然扯谎。

美国《新闻周刊》近日刊登照片，显示上海街道空旷，星
巴克咖啡馆顾客稀少。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这家媒体引
用了照片发布者的评论，称上海成了“鬼城”，“中国（经济）
有麻烦了”。

这种从虚假证据推导出虚妄结论的叙事方式，基于“莫
须有”的抹黑逻辑，即或许某些批评的真实性存疑，但关于
中国经济的担忧是有依据的。这充分暴露了西方媒体抹黑
中国经济的反智本质。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