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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为期三天的加勒比共同体（加共
体）第45届政府首脑会议5日在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闭幕。

分析人士指出，加共体成立50年
来，持续推进一体化，致力于构建协商、
协调与合作机制。此次政府首脑会议在
回顾加共体50年历史的基础上，为地
区未来一体化发展谋划了方向。

忆往昔展未来

加共体秘书长巴尼特在会议上表
示，半个世纪以来，加共体在区域和国
际层面建立了坚实基础，证明小国之间
可以通过推动合作与一体化来克服自
身局限性。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形势，
加共体展现出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
决心和韧性。

东道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罗
利表示，50年后，我们以相互团结、相
互体谅、相互尊重的姿态并肩而立，坚
强、坚定、统一。加勒比地区国家组建的
这个大家庭可以自豪地回顾半个世纪
以来取得的成就。

1973年，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牙买加、圭亚那四国总理签署《查
瓜拉马斯条约》，同年加共体正式成立。
该组织将推动经济一体化、加强外交政

策协调、促进人文社会发展、深化安全
合作作为四大支柱，致力于促进地区一
体化和成员间合作。

随着地区经贸发展和对外交往扩
大，加共体逐渐吸引更多成员加入，如
今已成为拥有15个正式成员国的区域
性合作组织。此次会议还邀请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韩国总理韩德洙、卢旺
达总统卡加梅等参加，探讨贸易、农业、
卫生、气候变化等议题。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拉尔
夫·冈萨维斯说，此次会议有助于各方

“评估路线、回顾往昔、展望未来”，还将
使《查瓜拉马斯条约》在促进加共体单
一市场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坚持联合自强

自西方殖民者发现美洲大陆以来，
加勒比国家饱受殖民者侵略、压迫和奴
役，大量原住民惨遭屠杀，黄金等自然
资源被洗劫。这些国家经过漫长斗争才
赢得独立。因人口规模小、经济结构单
一、自然环境脆弱，难以单独应对纷繁
复杂的国际局势，加勒比国家决心联合
自强，大力推进一体化建设。

1948 年，加勒比地区 16 个英语国
家共同创办了西印度群岛大学，旨在释

放经济与文化增长潜力。1969年，加勒
比开发银行成立，通过对地区成员提供
贷款援助，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994年，加勒比国家联盟建立，助力推
动地区一体化进程，促进大加勒比地区
可持续发展。

时至今日，加勒比一体化的范畴已
经从单一的货物贸易扩展至货币联盟、
宏观经济政策协同、产业经济政策协
同。古巴哈瓦那大学加勒比地区问题专
家安东尼奥·罗梅罗指出，加共体为推
动地区一体化制定一系列标准制度，建
立起有效运行机制，在推动区域内商
品、服务、人员自由流动等方面取得重
要进步，并在许多国际场合捍卫了地区
国家立场和利益。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问题专
家阿达尔贝托认为，区域一体化能够使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点各不相同
的加勒比地区小国获得全球话语权。

友谊历久弥新

中国代表团也受邀参加此次会议。
1972年，圭亚那和牙买加同中国建交，
开启了中国与加勒比国家友谊的新篇
章。近年来，中国与加勒比国家在贸易、
投资、教育、生态保护等领域广泛开展

务实合作，成果惠及中加人民。
中方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后，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加勒比国家中率
先参加，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多
米尼克等国随后陆续加入其中。中企在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承建的凤凰工业园
为该国高价值制造业、轻工业、物流等
新兴产业和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提供助
力，帮助其实现经济多元化。2022年，
中国援建安提瓜和巴布达的圣约翰港
扩建完毕，成为东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客
货混装码头，为当地交通运输带来巨大
便利。加勒比国家还多次参加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将咖啡、牛油果、朗姆酒等
优质产品带到中国。

中加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双边合作
机制也不断涌现。2005年，首届中国-
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在牙买加举行。
2022年，中国-加勒比发展中心在山东
济南成立，为双方带来多项高标准、可
持续、惠民生的合作项目。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问题专
家何塞·霍埃尔·培尼亚说，中加友好历
史悠久，中国向加勒比国家提供经济和
技术援助，与加勒比国家携手应对气候
变化等问题，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

新华社记者 廖思维 赵凯
（新华社墨西哥城7月5日电）

加共体成立50年 建协调合作机制

始终坚定走一体化道路 新华社日内瓦 7 月 5 日电（记者
陈斌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
发会议）5日发布报告说，受俄乌冲突、
食品和能源价格高涨及公共债务飙升
等因素影响，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
资较上年下降12%至1.3万亿美元。

贸发会议当天发布的《2023年世
界投资报告》显示，2022年流入发达经
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37%至3780
亿美元，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
接投资则增长4%至9160亿美元。按行
业来看，电子、半导体、汽车和机械等
面临供应链挑战的行业投资项目数量
激增，而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则放缓。

报告说，发展中国家在为到2030
年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

力，其年度投资赤字不断扩大，投资
缺口从2015年的2.5万亿美元扩大到
现在的每年4万亿美元左右。

报告显示，2022年可再生能源投
资增长放缓，包括太阳能和风能在内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国际投资增长
8%，低于2021年 50%的增速。同时，
2022年宣布的电池制造项目增加两
倍，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

报告还说，2022 年发展中国家
吸引约5440亿美元可再生能源领域
投资，但与每年所需的 1.7 万亿美元
相去甚远。

报告呼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紧
急支持，使其能够吸引更多投资，以
实现向清洁能源过渡。

贸发会议报告

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12%

新华社日内瓦7月5日电 中国
代表5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3
届会议就委内瑞拉问题发言，表示中
方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坚持尊重委人民自主决
定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委内瑞拉政
府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做努力和取
得的成绩，希望国际社会公正、客观
看待委人权状况。

中国代表指出，中方一贯主张通
过建设性对话与合作处理人权领域

分歧，通过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解决
相关问题，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委
内政。事实表明，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未经当事国同意设立国别机制，只会
加剧对抗，无助于解决问题，也不利
于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中国代表强调，美国对委内瑞拉滥
施单边强制措施，是典型的强权政治和
胁迫外交，严重阻碍委经济社会发展和
改善民生努力，严重损害委人民生存
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应立即终止。

中国代表在人权理事会敦促美国

停止向委内瑞拉滥施单边强制措施

新华社巴黎 7 月 6 日电（记者
张百慧）欧洲阿丽亚娜5型火箭于欧
洲中部时间6日零时（北京时间6日6
时）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
升空，在成功将两颗卫星送入轨道
后，结束了其长达27年的服役生涯。

这是阿丽亚娜5型火箭执行的第
117次、也是最后一次飞行任务。它搭载
一颗法国军用通信卫星和一颗德国试
验通信卫星完成了“谢幕之旅”。这次

发射原定于今年6月16日进行，之后
分别由于技术和天气原因两度推迟。

阿丽亚娜5型火箭于1996年首次
发射升空，曾将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
和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等送入太
空。阿丽亚娜集团首席执行官马丁·西
翁在新闻公报中表示，阿丽亚娜5型
火箭在世界航天史占有一席之地。

欧洲下一代运载火箭阿丽亚娜6
型火箭预计最早在今年年底首次发射。

阿丽亚娜5型火箭完成“谢幕之旅”

新华社日内瓦 7 月 5 日电（记者
王其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5日在日内瓦宣布，世界卫生组织、全
球疫苗免疫联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将在2023年至2025年共同向非洲
12个国家分配1800万剂疟疾疫苗，以
减少因气候变化导致的严重疟疾和
儿童死亡人数。

谭德塞说，随着气候危机对天气模
式的改变，携带疟疾的蚊虫密度会越来
越大，传播范围越来越远。他说，疟疾仍
然是非洲最致命的疾病之一，仅2021
年就导致近5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

据世卫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布的消
息，自2019年以来，RTS，S/AS01疟疾
疫苗已用于加纳、肯尼亚和马拉维的
170多万儿童，并已被证明安全有效。
为了满足对这款疟疾疫苗的大量需
求，2023年至2025年期间非洲12个
国家将获得总共1800万剂该疫苗。

RTS,S/AS01是一种针对恶性疟原
虫的疫苗，恶性疟原虫是全球最致命的
疟疾寄生虫，在非洲最流行。RTS,S/AS01
是第一种世卫组织建议用于疟疾中度至
高度传播地区儿童预防疟疾的疫苗。

世卫组织等将向非洲12国
分配1800万剂疟疾疫苗

7月5日，抗议者在日本东京的东
京电力公司总部前集会抗议核污染水
排放入海计划。

近百名日本民众5日晚在福岛第一
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总部前举
行集会，抗议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 摄

日本民众集会抗议

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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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 7 月 5 日电（记者
王建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5
日呼吁国际社会充分发挥文化赋能可
持续发展的作用，加强文化政策同发展
政策的联通对接，提高发展的文化内
涵，促进文化更好融入2030年议程，让
文化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新的突破
口和增长点。

戴兵在第77届联大“文化与可持

续发展”高级别互动对话会上表示，文
化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化要素在优
质教育、经济增长、性别平等、可持续社
区等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均有体现，
充分说明国际社会高度重视文化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他说，要推进文化与旅游、科技等
产业深度融合，聚焦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促进传统文化产业升级改造，推动文

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实现文化产品
和服务供给多元化，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质量和水平，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戴兵表示，要秉持合作共赢、共建
共享理念，构建全球文化交流合作新框
架，通过开展音乐、美术、演艺、图书馆
和文化遗产等领域务实合作项目，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增进民心相通，为各国

共同发展凝聚深厚精神力量。
戴兵说，中国领导人提出全球文

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
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中
方愿同各国一道，通过“文化丝路”等
合作机制，共同落实全球文明倡议，
为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携手促
进人类文明进步。

中方代表呼吁发挥文化赋能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