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文珏 王建国

2011年1月26 星期三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国家主席胡锦涛25日就莫斯科多莫
杰多沃机场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俄罗斯总
统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遇难者亲属表示
诚挚慰问，衷心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胡锦涛表示，中方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径，坚决支持
俄方为打击恐怖主义所采取的措施，愿在双边及上海合作组织框
架内加强同俄方的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中俄两国
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安宁。

同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多莫杰多沃机场发生恐怖袭击事
件向俄罗斯总理普京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亲
属和伤者表示慰问。

就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胡锦涛主席向
梅德韦杰夫总统致慰问电

◆进展关注

1月24日，安全人员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
内警戒。 ┮新华社发

监控录像拍下爆炸瞬间

一台架设在行李提取区门口的监控录像拍下了爆炸发生瞬间
的情况。录像显示，事发时行李区非常拥挤，旅客正忙着将箱子从
传送带上取下来，突然一片刺眼的强光射来，紧接着爆炸产生的强
大冲击波把许多人掀倒在地，玻璃碎片满天飞。在弥漫的浓烟中，
惊恐万分的人们开始四散奔逃。

警方找到人弹头颅

俄新社称，一名女子在打开一个箱包时触发爆炸装置，陪伴她
的男性嫌疑人的头颅被炸飞，两人当场死亡。据悉，俄安全人员已
找到男性嫌犯的头颅。一名安全人员说：“我们找到了一个阿拉伯
外貌男子的头颅，年龄在30至35岁之间。”有目击者说，男性嫌疑人
身穿黑色大衣。俄警方还在爆炸残留物中发现螺钉、钢筋碎片等增
强杀伤力的金属物质。目前尚未有组织或个人宣布对爆炸事件负
责。俄调查人员认为这可能是北高加索地区武装分子所为。

机场安保漏洞大

知情人士称，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拥有俄罗斯最先进的航
空设施，但机场安全检查存在很多漏洞。2004年8月24日，从该机场
起飞的一架图-154型客机和一架图-134型客机分别在空中发生爆
炸，总共造成90人不幸遇难。事后调查发现，是两名车臣武装分子

“黑寡妇”制造了这起连环空难，她们通过贿赂机场工作人员非法
购得机票，分别登上两趟航班引爆炸弹。

梅德韦杰夫：捣毁罪犯老巢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25日在该国联邦安全总局会议上措辞强硬
地表示，应该尽快找到组织与策划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恐怖袭
击的罪犯，并把他们送上法庭，而如果他们反抗，那么就应当消灭
他们。“我们要竭尽全力找到实施犯罪的土匪们，揭发他们的罪行
并把他们送上法庭。至于土匪的老巢，不管在哪里或者叫什么，都
必须捣毁，”梅德韦杰夫说。 （本报综合）

根据公开信息统计，近两个月，中国领导人海外出访期
间签署的经贸大单近千亿美元。有专家表示，中国屡签贸易
大单，体现了中国为平衡全球贸易所做出的积极姿态和行
动，这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会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

规模：美、印、欧，中国连下大单

1月22日下午，国家主席胡锦涛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
访问，乘专机返回北京。在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中，中美经
贸合作领域收获颇丰。据初步统计，中美共签贸易大单近600
亿美元。这样的大单不只是给美国人送去了惊喜，有法国媒

体评论说，中国是给全球送了一份“大礼”。
当地时间21日，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与美国商务部长

骆家辉出席在芝加哥举行的“中美经贸合作论坛暨项目签
字仪式”。当天共有超过700名中美企业代表参加，两国企业
现场签署了60份经贸合作“大单”，涉及电子、家电、能源、高
新技术、农产品等领域。

陈德铭介绍说，除飞机以外，双方签署的进出口协议
中，中方进口美国商品达249亿美元，对美出口超过120亿美
元；中美双向投资协议达51亿美元，其中中方对美投资为
32 . 4亿美元。另据路透社此前报道，胡锦涛主席访美首日，中
美所签贸易订单中，包括中国从美国采购200架波音客机，价
值190亿美元。

《经济参考报》根据公开数据统计，中美签单已经达到
近600亿美元的规模。总体来看，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金额
远远超过此次向美国出口的商品额。

不光是对美国的大规模商业采购，对印度、欧洲等国家
和地区中国也是屡签贸易大单。根据公开信息统计，仅近两
个月，中国领导人海外出访签署的经贸大单就已经近千亿
美元。

2010年12月15日至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印度和巴
基斯坦进行正式访问，随同温家宝访问的还有400多名中国
商界人士，双方大约签署了45项总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协
议，涉及电力和医药等领域。

2011年1月4日至12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对西班牙、
德国、英国进行正式访问，其间中国与上述欧洲三国分别签
署了75亿美元、87亿美元、47亿美元的经贸协议。

央行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中国外汇储备增长额
在去年第四季度达到1990亿美元，外汇储备已累计高达2 . 85
万亿美元。业内人士预计，中国的海外商购活动必将规模越
来越大且愈发频繁。

意义：提升与发达国家经贸关系

对于中国屡签贸易大单，多位专家认为，这更多是体现
了中国为平衡全球贸易、增加发达国家就业所做出的积极
姿态和行动。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用外汇储备购买国外商
品对国内经济也是有益的，一方面这有利于中国在汇率基
本稳定的条件下减少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如果进口品的技
术含量高、且能够对国内市场产生竞争压力，就能促进国内
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的升级。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晋斌表示，总体来看，金
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大量的反倾销等逆
周期贸易政策，中国成为逆周期贸易政策的“重灾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采取了积极的姿态，与主要贸
易伙伴美国和欧洲的核心国家签订双边巨额商贸订单，可
以通过双边贸易来打破逆周期贸易政策盛行的格局；此外，
对缓解中美、中欧外部不平衡有一定的作用，并能提升中国
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国际货币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妤表
示，中国频签贸易大单，是以新姿态参与全球经济的重构。
中国不仅是主要的制造品出口国，而且有巨大的、越来越开
放的市场。中国的大笔采购，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业
有积极推进作用，有利于构建互利双赢的经济合作新格局。

国家主席胡锦涛1月20日在华盛顿出席美国友好团体举
行的欢迎宴会时表示，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
6870亿美元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
岗位。而过去的10年间，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
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中国已成为许多美国企业全球利润的
最大贡献者。 （本报综合）

据新华社瑞士达沃斯1月25日电 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
论坛年会定于26日在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拉开帷幕。为期5
天的会上，全球约2500名政商精英将围绕“新形势下的共同
准则”这一主题纵论天下大事。

观察全球经济的重要窗口

作为全球经济界最高级别的民间盛会，每年1月底的达
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被誉为观察全球经济的重要窗口，
成为人们判断当年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当前全球经济正在复苏，暂无二次
探底之虞，但却面临着冷热双重考验，复苏之路注定不会平
坦。一方面，发达国家普遍增长乏力，部分国家因为受到主
权债务危机打击前景堪忧，渗透阵阵寒意。

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预测，美国、欧元区和日本
等发达经济体今年的经济增速都将放缓，尤其是欧元区依
然在主权债务危机中苦苦挣扎。去年，希腊和爱尔兰已在这
场危机中倒下。今年，危机仍有可能继续蔓延到葡萄牙和西
班牙，并掀起新一波的市场动荡，这给欧元区乃至全球经济
复苏蒙上了阴影。全球知名信息分析机构IHS会前警告说，
欧元区国家今年将有可能被迫走向债务重组。

另一方面，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增长相对强劲，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发展中国家也并非高枕无忧，经济过热的风险正
在上升，通胀压力日益抬头。

IHS的报告认为，虽然全球经济前景进一步看好，但金
融和大宗商品市场动荡有可能发展成主要危险。

全球政经重心已由西向东移

不论这场危机何时画上句号，它都已经给全球政治经
济格局带来了深刻变化。正因为如此，世界经济论坛把今年
的达沃斯年会主题确定为“新形势下的共同准则”。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介绍今年年会议题时说，
当今世界已发生根本变化。所谓新形势，最重要的一点是全
球政治和经济重心已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

随着新兴经济体等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经济成就斐然，
全球力量对比的天平开始向它们倾斜，而肇始于发达国家
的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

危机同时也暴露出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球经济
治理模式的不足。施瓦布认为，目前的全球治理系统与决策
模式，已无法适应瞬息万变、复杂多样的新形势，亟待建立
新的共同准则。

金融危机之后，以二十国集团为主要平台的全球经济
治理改革顺利启动。历经美国华盛顿、英国伦敦、美国匹兹
堡、加拿大多伦多和韩国首尔5次二十国集团峰会，全球经

济治理改革正在一步步向前推进，新兴经济体发言权明显
增强，这将持续改变世界经济版图。

世界经济论坛认为，二十国集团仍然是最有希望能够
在金融危机后确定新的治理模式和多国领导模式的机构。

多场讨论会聚焦中国

不论是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开出一剂“良方”，还是为
顺应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之变勾勒出一份“蓝图”，“中国”都
是无法回避的关键词。

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最
重要的引擎，中国经济何去何从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复
苏步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调整中，中
国凭借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不断增加，地
位也在不断上升。

今年年会的第一场讨论就名为“洞察中国”。此外，达沃
斯论坛期间还将举办以“中国对世界贸易和增长的影响”、

“中国在非洲”和“中国的海外形象”等一系列以中国为主题
的研讨会，中国元素正成为达沃斯新焦点和新亮点。

一方面，达沃斯继续把焦点投向中国；另一方面，中国
人对于达沃斯的热衷也是有增无减。据世界经济论坛工作
人员介绍，从报名情况来看，今年中国与会代表的人数将再
创历史新高，是10年前的5倍。

胡锦涛访美、温家宝访印、李克强访欧，近两个月中国屡签巨额海外贸易大单

“中国大单”提振世界经济

日本《朝日新闻》22日发表题为《对欧
洲发动资金外交，中国巧用“购买力”之牌》
的文章。文章称，1月上旬，中国国务院副总
理李克强带着精心准备的“购物清单”，开
始了他的欧洲之旅。中国接二连三地与欧
洲企业签订协议，先后在西班牙、德国、英
国分别签署了75亿美元、87亿美元和47亿
美元的协议。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购买力和
军事实力一样具有强大影响力。预计中国
的出口总额将连续两年居于世界第一，进
口总额也已经仅次于美国。作为经济大国，
中国还会不断打出购买力这张牌。

日本媒体评论称———

中国对欧美巧打“购买力”牌

埃及要求德国

归还文物

1月24日，埃及最高文
物委员会发表声明说，该委
员会已向德国柏林新博物
馆发出正式公文，要求归还
古埃及“最美丽王后”纳费
提提的彩色半身像。这是
2009年10月16日在柏林新
博物馆拍摄的德国总理默
克尔观看纳费提提彩色半
身像的两张资料照片。

埃及在追索流失文物
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
验。埃及与国际组织和有关
国家司法机构合作，甚至直
接与一些非法持有埃及文
物的外国博物馆交涉，要求
归还埃及文物，必要时通过
法律程序解决。

┮新华社发

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26日拉开帷幕 中国元素成为新焦点

达沃斯首场讨论名为“洞察中国”

新华社专电 日本政府官员２４日说，日本有意加大对非洲援
助，以确保资源供应并争取非洲联盟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全理
事会常任理事国。

日本与非盟定于２５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第
一次高级别政策磋商。日本外务副大臣松本刚明将出席这次会议
并与非盟主席让·平会谈。松本还将以观察员身份出席２７日开始
的非盟部长理事会会议，寻求与相关国家加强关系。

不愿公开姓名的日本官员告诉日本共同社记者，日方将在首
次高级别磋商中提出，愿意切实按计划履行把对非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金额翻番这一承诺。日本２００８年在非洲发展东京国际
会议上作出这一承诺。

松本２４日告诉媒体记者，访非期间，他将“在各种场合、向
所有国家”介绍日方想法，为“入常”寻求合作。

日本游说非盟支持其“入常”

本报综合消息 “由于房价继续下跌，州政府扬言，要‘动刀’
砍掉地方补助，与会市长心中有数，说‘苦日子还在后头’。”

近日，美国200多位市长到华盛顿参加全国市长冬季年会。由
于各城市财政局面艰难，有些市长预期，会有更多美国城市(多为
小城市)寻求破产，或是拖欠贷款。

据报道，为应付财政捉襟见肘的状况，美国多数市长已通过增
税、删减公共服务、大幅裁员等措施来紧缩开支，削减赤字。报道还
称，由于房价继续下跌，州政府扬言，要“动刀”砍掉地方补助，与会
市长心中有数，说“苦日子还在后头”。

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港的市长芬奇表示，初上台时，他“充满理
想”，一心想要为民服务，但现在却必须告诉市民，税必须照付，但
公共服务将减少。在谈及增税、变卖政府资产、缩减人员编制以支
撑财政运转的状况，其中有些市长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今年市里财
政状况再进一步吃紧，只好对公务员年薪“开刀”。

美200多位市长开年会集体“哭穷”
称财政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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