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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10 月份工业产出环比下降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联储公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由于温暖天气降低了电力需求以及石
油行业产出持续削减，美国 10 月份工业产出环比下
降 0.2%，市场预期为环比增长 0.1%，美国工业产出
已连续 3个月下降。

数据显示，美国 10 月份制造业产出环比增长
0.4%，市场预期为环比增长 0.2%，为近 3 个月来
首次环比上升，标志着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已接近尾
声 。 此 外 ， 美 国 10 月 份 总 体 工 业 产 能 利 用 率 为
77.5% ， 与 市 场 预 期 持 平 ， 但 低 于 上 一 个 月 的
77.7%。

159亿欧元

欧盟对外经常项目顺差增加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欧盟统计局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盟今年 9 月份对外经常项目
顺差为 159 亿欧元，高于上个月的 138 亿欧元，也高于
去年同期的 109亿欧元。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9 月份，欧盟对外商品贸易顺
差由上个月的 75 亿欧元升至 99 亿欧元，对外服务贸
易顺差由上个月的 141 亿欧元降至 129 亿欧元，主要
收入账户逆差由上个月的 18 亿欧元降为 3 亿欧元，次
要 收 入 账 户 逆 差 由 上 个 月 的 61 亿 欧 元 升 至 65 亿
欧元。

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 领导人 22日在马来西亚首
都吉隆坡签署联合宣言，宣布将于今年 12 月 31 日正式
成立以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
同体。这意味着，成立 48年的东盟迎来里程碑时刻，也
站在了一体化进程的新起点上。

东盟于 1967 年成立时，其设立初衷是寻求地区和
平与稳定。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东盟成员国数
量拓展到今天的 10 个，并逐渐走上了寻求区域合作发
展的必然道路，形成了相互尊重、和平磋商、协商一致
的“东盟方式”。

经过多年努力，东盟共同体建设成绩斐然。2014
年，东盟 10 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达到 2.6 万亿美元；东
盟自由贸易区已将关税水平降至零或者接近零，大大降
低了商品流通的价格，减少了区域内企业进入各国市场
的难度。如今，随着东盟共同体建设进入冲刺阶段，一

个拥有 6 亿多人口、具有统一市场和生产基地、有竞争
力、发展平衡并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即将
出现在世人面前。

不可否认，当前东盟一体化进程仍面临诸多挑战，
成员国之间在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民族、
宗教、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然而，辩证地看，多
样性和差异性也能转化为推动一体化进程的力量源泉。

在 22 日的联合宣言签署仪式上，东盟 10 国领导人
共同签署了关于东盟今后 10 年发展愿景的吉隆坡宣
言。东盟各成员国对共同实现未来发展愿景的坚定承
诺，就是东盟共同体建设取得的最大成就。

以“东盟方式”为基础，秉承开放态度，东盟已经
搭建起“10＋1”、“10＋3”、东亚峰会等合作平台和相
关合作机制，成为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寻求共同发
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正如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所
言，东盟已经迎来属于自己的时刻，东盟能够也应该在
塑造亚洲世纪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参与共同打造一个繁
荣、和平、开放的世界。

机遇与挑战并存。进一步加强东盟区域内合作，需
要各国民众的积极认同和参与。这也是马来西亚把今年
东盟会议主题定为“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共同体，我们
的愿景”的原因所在。

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是东盟各国政府和人民所
肩负的共同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换言之，东盟能否在
2015年后深入推进一体化进程、实现发展共赢的美好愿
景，不仅要靠政治和经济精英阶层在官方层面的推动，
更离不开东盟各国人民更加积极地以主人翁姿态参与
其中。

（新华社吉隆坡 11月 22日电）

东盟一体化进程站上新起点
新华社记者 林 昊 赵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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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的里士满市，市民

在奥运体验博物馆内体验高台跳雪项目。当日首次开

放的奥运体验博物馆是由国际奥委会批准成立的北美

第一家奥林匹克专题博物馆，也是国际奥林匹克博物

馆联盟的成员之一。 新华社发

上周,无论是聚焦全球经济治理的 G20 领导人峰会，

还是谋划区域合作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东亚合

作领导人系列会议，都强调各国需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

心态推进协调合作。这表明在世界经济仍然处于深度调

整期的大背景下，包容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共克时艰、携

手发展的理性选择。

主题为“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的 G20

领导人峰会公报称，将及时、有效地实施增长战略列为

当前的首要任务，G20 成员将继续以合作的方式实施稳

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强协调，并确保建立强有力的全

球金融安全网，并承诺实现包容性增长，创造就业。此

次峰会达成的共识表明，各国愿意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

通和协调，以便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为世界经济的复

苏注入动力。

18 日至 19 日举行的 APEC 会议将主题设为“打造包

容性经济，建设更美好世界”，会议成果表明开放包容的

亚太区域一体化不仅是亚太之福，更是世界之福。作为

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合作最活跃的地

区，亚太地区是继续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将引

领世界经济尽快从亚健康状态中顺利走出来。

21 日开始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呼吁，各国应

进一步采取务实合作举措，推进东亚一体化建设，深化

经 贸 、 金 融 、 投 资 合 作 ， 增 进 区 域 互 联 互 通 ， 加 快

RCEP 谈判进程，鼓励人文交流，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

挑战，携手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在这一系列的领导人会议中，作为包容、开放、共

享发展理念的践行者，中国再次闪耀全球。中国领导人

适时提出的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向全球经济传递了中

国信心，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中国暖流”。对于明年

将在中国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国际社会已经寄予强

烈期待，希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

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当前，随着全球化程度日益深入，没有哪一个国家

可以独善其身。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下，

包容发展将成为国际合作的主旋律，势必会加快全球经

济的复苏步伐。

0.4%

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速放缓
据新华社巴黎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

织） 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该组织成员国今年第三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速为 0.4%，低于上一季度的
0.6%。

统计数据显示，由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
中，除法国三季度经济增速回升至 0.3%外，其余国
家经济增速均有所放缓。美国经济增速由前一季度的
1%放缓至 0.4%，英国也从 0.7%放缓至 0.5%。德
国、意大利三季度经济增速略有放缓，分别从前一季
度 0.4%和 0.3%放缓至 0.3%和 0.2%。而日本经济更
是陷入衰退，第三季度萎缩 0.2%。欧盟地区三季度
经济增速稳定在 0.4%，欧元区经济增速从前一季度
的 0.4%放缓至 0.3%。

“请在这幅画前给我拍照，据说郑和当年就是从这个
港口出发的，太美了！”新到任的东盟副秘书长翁贴日前
在“中国—东盟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油画展上盘桓许
久，终于留下了十分满意的瞬间。

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民间友好跨越千年。自
古以来，东南亚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必
经之地和重要枢纽。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借助季
风往来于大海之上，开展海上贸易和友好往来，千百
年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次画展作为反映这一悠
久历史的有益尝试，由中国驻东盟使团、东盟秘书处
和中国广东画院联合举办，既是双方加深民间交流相
互了解的一次成功合作，又是 2015 年中国—东盟合作
成果的见证。

中国驻东盟大使徐步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海洋
合作年，此次画展的主题就是海洋，中国与东盟国家间
的海上贸易航路不仅为本地区人民带来了繁荣和福祉，
也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稳定、健康、持续的友好关系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东盟副秘书长穆赫坦表示，中国艺术
家通过对港口、贸易货品及海上交往场景的描绘，成功
地用艺术表现形式展现出东盟—中国友好交往的一个个
历史片段，“这让我们对东盟—中国关系的未来更加充满
期待和信心”。

近 年 来 ， 正是凭借这股深植于社会和人文的力
量，中国—东盟关系正朝着更高水平和更宽领域迈

进。翁贴认为，东盟和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上经济
增 长 很 快 的 地 区 ， 其 相 互 联 系 的 历 史 和 相 通 的 文
化 ， 也 使 东 盟 和 中 国 成 为 世 界 上 极 具 魅 力 的 地 区 ，
而双方密切的合作关系必将为双方人民带来更多实
实在在的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东盟共同体即将宣布建成，通过文
化艺术活动促进人文交流是东盟文化共同体 2025 年愿
景的重要目标。翁贴表示，东盟希望能在国际社会中
发挥积极作用，将继续通过艺术交流促进跨文化沟
通，“所以，东盟重视与中国等对话伙伴国之间的历史
和文化联系，坚信艺术是促进双方关系的有效载体”。
徐步大使则回应说，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支持
东盟整体发展，对东盟共同体宣告建成的历史性时刻
充满期待，“2016 年中国和东盟将迎来双方建立对话关
系 25 周年，回顾历史，我们为双方源远流长的深厚友
谊欢欣鼓舞。展望未来，我们要为推进双方互利务实
合作全力以赴”。

“我相信每一幅画作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可以让我
们更好地了解双方人民的生活。”翁贴在谈及中国和东
盟未来人文交流时十分乐观，“东盟和中国陆相通，水
相连，祖先们在这片土地上为促进经济和文化交流曾
经积极探索，为今天取得的发展成就奠定了坚实基
础，我们将沿着先人选择的道路继续前行，并有力推
动东盟—中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人文交流增色中国与东盟关系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包容发展成主旋律包容发展成主旋律
李红光李红光

大众造假丑闻持续发酵大众造假丑闻持续发酵
随着德国大众公司丑闻调查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

的问题也浮出水面。不仅尾气排放数据造假，二氧化碳
气体排放量也存在弄虚作假，这次二氧化碳排放量造假
不仅牵扯柴油车，汽油车也未能幸免。

11 月 3 日，大众公司公布，近 80 万辆大众汽车涉及
二氧化碳排放量造假，其中包括 9.8 万辆汽油车。10
日，德国机动车辆管理局发表官方声明，表示将彻查所
有大众汽车型号，对其尾气和二氧化碳排放值逐车检
验，而不仅仅针对此前发现的涉假车辆。1.4 升、1.6 升
和 2.0 升柴油发动机以及 1.4 升汽油发动机，均在彻查二
氧化碳排放量之列。至此，大众针对此次丑闻的经济风
险评估已高达 20亿欧元。

德国媒体称，在大众集团目前的内部调查中，多名
工 程 师 承 认 大 众 汽 车 的 二 氧 化 碳 排 放量 亦 有 造 假 行
为，运用各种非法措施操纵二氧化碳排放数值。例如
调高胎压，将柴油混合到车用机油中以优化车辆运
行、减少油耗等。随着这一最新调查进展的曝光，已
经引咎辞职的大众集团前首席执行官文德恩再次进入
公众视野。文德恩曾为大众立下“到 2018 年成为经济
和生态全球领先的汽车公司”的宏伟战略目标，在日
内瓦车展上宣布大众汽车 2015 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
至 30%。这一目标在大众现有技术上几乎无法完成，

从 2013 年起，“出于对文德恩的恐惧”，工程师们只有
篡改数据以“满足目标”。

日前，大众向德国境内的所有车主发出一封书面致
歉函。信函中强调，大众将尽快制定召回计划，对涉
假车辆整改。但大众同时强调，造假软件只影响尾气
排放量的测量，对车辆的使用和安全性能并无影响。
然而，随着这一丑闻的持续发酵，大众管理漏洞和企
业文化逐渐成为浮出水面的又一问题。面对一直声称
对造假毫不知情的文德恩，德国 《法兰克福汇报》 专
栏作家卡斯顿·格尔密斯发问道：“当工程师们突然完成
了此前绝对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时，文德恩果真丝毫不想
知道具体是如何实现突破的吗？大众高层里难道真的没
有一个人有疑问吗？”他表示，造假不可能是由于几个
雄心勃勃的工程师一时兴起。造假丑闻暴露的更深层问
题是“日常的弄虚作假和欺骗谎言，这种行为已经深深
嵌入大众的企业文化中”。

出问题的不仅仅是企业文化。德国绿党议会党团副
主席奥列佛·科里舍尔表示，调查到今天，大众丑闻再也
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责任，而是由大众
内部系统所致。科里舍尔表示，为杜绝此类事件的发
生，“最终需要一个独立的欧洲机构负责汽车的道路测
试，以保证充分的透明度”。

□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