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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6月6日至8日在俄罗斯北方之都圣彼得
堡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论
坛。俄罗斯总统顾问、圣彼得堡国际经
济论坛组委会执行秘书安东·科比亚科
夫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本届论坛主
题是“打造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吸引来
自中国、欧洲、大洋洲、非洲等多国代表
团与会，深入探讨俄罗斯和世界经济增
长前景，就全球气候变化和不平衡发展
等紧迫问题交换意见，寻求携手应对数
字化和技术革新挑战。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创办于1997
年，目前已成为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综合
性经济论坛，每年6月份举行，被誉为“俄
罗斯的达沃斯论坛”，自 2005 年起每年
由俄总统亲自出席，论坛主要讨论俄罗
斯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迫切问题，以及更
为广泛的国际问题。

安东·科比亚科夫在谈到本届论
坛的“选题”意义时说:“全球经济可持
续发展问题至关重要，当前日益严重的
社会不平等、贸易和政治关系不稳定等
挑战已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我们从加强
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开发等角度认识可
持续发展议程，相信会引起论坛与会者
兴趣。”

据悉，本届论坛主要由四大板块组
成。一是“寻求平衡的世界经济”，侧重讨
论地缘政治、宏观经济、环境安全、国际贸
易等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密切相关的主
题。若干分论坛将聚焦自然生态，包括
海洋的研究和保护、生态旅游等。二是

“俄罗斯经济：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旨在
推介俄罗斯最具前景和影响力的国家项
目，探讨俄罗斯经济发展道路及其在全
球经济中的作用，关注不断变化的内外
因素对俄经济部门的影响。组织者希望
与会者就俄罗斯产品出口竞争力、创新
经济学、青年创业等大众关注的焦点话
题建言献策。三是“贴近未来的技术”，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历来是一个跟踪
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平台，特别是那些
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更新人们对生活、商
业模式认知的最新科技成果。四是“以人
为先”，将举行“特里亚农对话”，探讨有关
教育、文化和艺术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
聚焦人类生活在数字时代的演进。

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论坛无疑为本
届论坛添上一抹亮眼的中国色彩，来自
中国政府、企业界、学界的 1000 余名代
表报名与会。论坛框架内计划举办中俄
商务对话，两国工商界代表将讨论推动
中俄双边贸易增长、扩大中国对俄直接

投资的可行措施。论坛期间还将举行第
二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聚焦石油、天然
气、核能、电力等中俄能源合作的关键领
域。此外，“战略对接：大欧亚伙伴关系
与‘一带一路’倡议”圆桌会议将讨论构
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优先事项，以及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前景。
安东·科比亚科夫认为，稳定发展的

俄中关系是现代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加
强商业对话、改进投资环境、利用圣彼得
堡国际经济论坛和东方经济论坛等平台
分享经验，将有助于加快推动两国在经
济领域的合作步伐。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今年 4 月份发布
的经济状况报告显示，一季度俄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幅度降至 0.8%，显著低于
2018 年四季度 2.7%的增速。俄经济界
人士认为，尽管宏观经济数据早已告别
负增长，但没有出现令人期待的经济复
苏迹象，投入和需求的萎缩仍使俄经济
发展面临困境。在内外环境均不容乐观
的情况下，作为俄罗斯拥抱世界的一扇
窗，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所传递出的
信息，不仅是广纳善言寻良方的开放姿
态，更是广结善缘闯难关的真实心态。
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独行未必快，众
行方致远。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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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俄关系相关问题，中国现代国
际关系研究院高级顾问、前院长季志业
日前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
年是中俄建交 7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
此次访问俄罗斯必将在新形势下推动中
俄关系实现更大发展，确保两国关系不
受国际形势变化影响，促进双方各领域
务实合作，把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优势
转化为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增进两国
人民福祉。

当前，国际形势正面临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威胁和挑
战上升。与此同时，中俄关系日益成熟
稳定，双方政治互信坚实牢固，在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坚
定支持。过去 70年，两国关系发展有哪
些经验值得总结？季志业表示，最重要
的经验就是两个拥有共同漫长边界线的
大国一定要平等相待。第二个重要的经
验是要互利合作。国与国之间存在利益
上的分歧是正常的，无论是大国还是小

国，能够在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就能
实现国与国之间平等交往的目标。“今天
的中俄关系就是在平等相待和互利合作
基础上实现了各自的目标。也正因为如
此，我们认为今天的中俄关系是大国关
系的典范。”季志业说。

季志业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出访
的时机非常重要。现在，国际环境处在
单边主义盛行、民粹主义抬头逆势中，很
多国家都出现了反对全球化、反对互利
合作的思潮。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
主席访问俄罗斯，表明中俄两国将继续
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朝着遵守国际规
则、互利合作的方向发展。两个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举动，对全世界
都具有昭示性的意义。

中俄两国元首是双边关系高水平发
展的掌舵人。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双边与多边场合频
频会晤，建立了密切的工作联系和深厚
的个人友谊。季志业认为，最高领导人
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密切交往，在保障两
国关系全面推进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
用。此外，中俄两国近年来建立了一整
套协商沟通机制，涉及国家政治生活的
各个领域，为实现两国关系稳步向前发
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得益于此，双方务
实合作步入快车道。双边贸易额去年突

破 100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能源、航
空航天、互联互通等领域战略性大项目
扎实推进，农业、金融、科技、网络电商等
新兴领域合作迅速发展，两国合作展现
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中俄也面临共同的任务和挑战。季志
业指出，中俄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霸权主
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美国对中国打贸
易战，对俄罗斯搞经济制裁。美国退出

《中导条约》，在中国的周边部署萨德系
统，严重威胁了全球的战略稳定，这些
挑战都是中俄必须共同面对的。”季志
业说，在全球治理领域，美国退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退出《巴黎协定》，这些
行为都严重违反了当前世界发展的潮
流。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中俄立场一
致，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国际公平
正义，旗帜鲜明地倡导多边主义和开放
型世界经济。中俄将继续在国际事务
中开展密切有效协作，同各方一道，倡
导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实现共同
繁荣发展。

中俄务实合作步入快车道
——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顾问、前院长季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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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关晋勇报道：世界银行日前发布
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增长面临重
大下行风险，预计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慢至 2.6%，
2020 年略微回升至 2.7%，并警告全球经济易受到贸易紧
张局势和金融动荡影响。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受到投
资疲软制约，下行风险加大，包括贸易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
升级、金融压力重现以及一些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降幅超
出预期等。

报告预计，由于出口和投资下滑，发达经济体 2019年
增速将会放缓，尤其是在欧元区。预计美国增速今年将放
缓至 2.5%，2020 年进一步放慢至 1.7%。预计 2020 年至
2021 年欧元区增速将在 1.4%左右徘徊，虽有货币政策持
续支持，但贸易和内需疲软拖累了经济增长。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 2019 年增速将下滑至 4%的 4 年低点，
2020 年有望回升至 4.6%。报告将 2019 年中国经济增长
预期维持在6.2％不变。报告认为，中国政府有能力调整货
币和财政政策以应对外部挑战及其他“逆风”。

对于全球贸易，报告预计，2019 年全球贸易增长
2.6％，比世行 1月份的预测值下调 1个百分点，为 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速。

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说：“目前世界经济增长
动能仍然不足，发展中经济体债务上升和投资增长疲软阻
碍其充分释放增长潜力。各国应推进重大结构性改革以改
善营商环境，吸引投资。”

报告提出，受全球增长缓慢、财政空间有限和结构性制
约拖累，预计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增长将持续疲软，
并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报告认为，投资增长持续回暖是实
现关键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营商环境改革可以有助于鼓
励私人投资。

世界银行下调今年增速至2.6%

全球经济增长面临重大风险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许缘 邓仙来） 美联储主
席鲍威尔 4日表示，美联储正密切关注当前贸易局势发展
及其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影响，并将采取适当措施支持经济
增长。这一表态被市场解读为美联储对降息持开放态度。

鲍威尔当天在美联储于芝加哥举行的一场会议开幕致
辞时说，当前美国通货膨胀率尚未达到美联储设定的 2％
目标，而持续低通胀环境可能导致通胀预期产生“难以遏制
的下滑趋势”，不利于经济良性增长。

美联储副主席理查德·克拉里达当天也表示，美联储将
密切关注当前形势，特别是贸易战和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
倒挂现象，由此判断下一步政策走向。

美联储主席暗示可能降息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近日，国际知名会计师事
务所安永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去年外国投资者对德
国投资兴趣有所下降，外国在德投资项目降至973个，降幅
达到 13%。这是自 2005年以来外国在德投资项目首次出
现下降。

报告指出，德国依然享有政治稳定的巨大优势，但急需
在税收、经济和政策创新、对新技术的开放程度等方面加以
改进。尽管投资者非常看重德国在政治稳定、法律健全以
及提供高素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但不少受访者认为德国
在用工制度方面缺乏灵活性，在税收方面对企业不够优惠。

调查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德国作为投资目
的地的评价倾向于负面，此前一年这一比例仅为四分之一。
在欧洲国家中，英国仍然被受访者认为是最具投资吸引力的
欧洲国家。法国名列第二，德国退居第三。尽管受脱欧影
响，英国去年仍吸引了1054个来自国外的投资项目。

德国对外商投资吸引力下降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
国—非洲世界遗产能力建设与合作论坛日前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举行，200 余名代表就世界遗产保护相关话题
展开讨论。

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代表沈阳表示，世
界遗产凝结了大自然亿万年的神奇造化和人类文明几千年
的丰厚积淀，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推动文明交
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全球性
挑战更加严峻的形势下，世界遗产“在人类思想上筑起保卫
和平之屏障”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数据，《濒危世界
遗产名录》上近三分之一的项目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中非合作保护世界遗产

第十三届大韩民国中国语演讲大会近日在韩国首尔大

学举行。图为韩国小学生声情并茂地用中文演讲。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摄

韩国小朋友秀中文

本版编辑 禹 洋

感受俄罗斯

图① 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克里

姆林宫是俄罗斯总统府所在地。
图② 俄罗斯圣彼得堡街景。
图③ 莫斯科街头的喷泉。
图④ 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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