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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平壤6月8日电 据朝中社8日报道，朝鲜劳动党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三次政治局会议7日在平壤举行，会
议重点讨论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等一系列问题。

报道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主持会议。会议重点讨
论了发展化学工业的问题。金正恩强调，化学工业是工业的
基础、国民经济的主攻战线，化工部门应先重视和加紧推进
化肥产能扩建项目，尽快解决依靠朝鲜原料生产钾肥等科技
问题。

会议还讨论了改善首都居民生活水平和住房等问题。金
正恩强调要坚决实施住房建设等保障民生的对策方案。

会议补选金英焕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罢免和补
选了部分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

讨论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新总干事遴选程序8日正
式启动，“新掌门”能否于现任总干事阿泽
维多8月31日正式离任前产生备受关注。

由于阿泽维多近日意外宣布提前一年结
束任期，这使得其继任者的遴选工作只能在
极为有限的期限内进行，而新冠疫情又给遴
选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遴选期限短

根据WTO规定，新任总干事遴选程序
通常应于现任总干事任期结束9个月前启
动，并于现任总干事任期结束3个月前召开
的总理事会上敲定最终人选。

遴选程序一般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世
贸组织成员在程序开始后1个月内提名各自
候选人；随后，被提名候选人有3个月时间
向世贸组织成员进行自我展示，并就该组织
面临的相关问题表达意见；最后，总理事会

与成员协商，缩小候选人范围，并最终作出
人选任命决定。

阿泽维多提前离任的决定使得遴选程序
期限被大幅压缩。总理事会将于7月8日后向
成员发布最终确定的候选人名单，这意味着
遴选程序的后两个阶段将要在不到两个月的
时间内完成。

分析认为，世贸组织要想如期确定“新
掌门”难度相当大。总干事遴选通常遵循成
员协商一致原则，从多名候选人中确定最终
人选绝非易事，有时要经历数轮磋商和筛
选，而疫情又增大了遴选难度。按规定，如
果到8月31日还无法确认新总干事人选，总
理事会须指定一名现任副总干事担任代理总
干事，直至任命新总干事。

多人有意向

根据世贸组织总干事遴选程序相关规

定，总干事候选人应具有国际关系领域的广
泛经验，包括经济、贸易和(或)政治经验；
坚定承诺为世贸组织的工作和目标服务；有
公认的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具备良好的沟
通技巧。

来自埃及的哈米德·马姆杜已明确表示
参选，这位前世贸组织服务贸易及投资司司
长告诉媒体，自己亲历了世贸组织的建立，
这一经历在该组织需要改革之际尤为珍贵。

欧盟贸易委员菲尔·霍根也有意参选。
霍根来自爱尔兰，2014年起出任负责农业事
务的欧盟委员，去年底改任贸易委员，强烈
支持世贸组织改革。

此外，来自尼日利亚的现任世贸组织副
总干事弗雷德里克·阿加、贝宁常驻世贸组
织大使拉乌鲁等多名官员都表达过参选意
愿。西班牙外交大臣冈萨雷斯·拉亚和荷兰
贸易与发展合作大臣西格丽德·卡格也都被
认为是竞争的有力人选。

面临挑战多

当前，世贸组织深陷困境，争端解决、
多边贸易谈判和贸易政策监督三大功能受
阻，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争端解决机制
中的国际贸易“最高法院”——— 上诉机构停
摆，世贸组织亟待改革。由于各成员诉求不
同，所提改革优先项也不同。如何协调各方
立场，推动改革，让世贸组织与时俱进，成
为新任总干事面临的首要挑战。

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
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也让以世贸组织为核心
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
挑战。疫情期间，一些国家更选择继续加码
保护主义措施。遏制保护主义势头，推进贸
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增强人们对多边贸易体
制的信心，新任总干事任重道远。

(据新华社日内瓦6月8日电)

世贸组织新总干事遴选程序8日正式启动

选个“新掌门”竟然这么难

从“我有一个梦想”到“我无法呼吸”
——— 弗洛伊德事件成为美国社会积弊“照妖镜”

■美国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仍在继续。华盛
顿6日迎来事件以来最大规模抗议活动，欧洲、美洲、非洲
多国民众也连日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种族歧视。弗洛伊德
事件让国际社会更加认清美国人权、种族、社会治理等问
题的严重性。“我无法呼吸”“黑人的命也是命”……激
愤的口号，将美国长期积累的系统性社会弊病揭示无遗。

种族歧视的聚光灯

弗洛伊德之死是美国非洲裔遭受种族歧视的一例新
的血证。自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喊出
“我有一个梦想”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一起起“我无
法呼吸”的种族问题悲剧仍频频发生。

随着事件发酵，许多黑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
讲述无所不在的种族歧视带来的恐惧感和压抑感。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认为，弗洛
伊德之死引发的动荡背后根源是系统性、周期性的种族
主义问题。美国政治家一直没有找到方法化解这种社会
深层次的矛盾。

连日来，从伦敦到巴黎，从布鲁塞尔到华沙，从多
伦多到惠灵顿，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怒火在全球蔓延；
肯尼亚民众还到美国使馆前静坐，表达对美国社会长期
歧视非洲裔群体的不满……

肯尼亚活动人士恩德鲁说，弗洛伊德事件暴露了美
国对有色人种群体的系统性歧视和虐待，显示种族平等
在这个超级大国仍是空想。

菲律宾大学迪利曼校区前校长陈万杰撰文指出，不
仅黑人遭受严重歧视，印第安人等其他有色人种也同样
在美遭到歧视。“我曾在美国居住多年，曾在受到侮辱
和攻击时隐忍。我们这些遭受过种族歧视的人对‘无法
呼吸’这个口号的感受非常强烈。”

社会不公的放大镜

“无法呼吸”的弗洛伊德正是当下美国黑人在政
治、经济、法律、福利等多重社会不公中挣扎求生的一
个象征符号。

马来西亚学者穆扎法尔撰文认为，弗洛伊德事件表
明，大部分非洲裔美国人仍处于边缘化和社会底层。美
国眼下经济状况彰显这一群体在经济上的脆弱性，新冠
疫情也展现了黑人等美国弱势群体更可能成为受害者，
而美国无法保护这些人的福祉。

美国社会“金钱至上”“资本至上”的扭曲价值
观，在媒体报道中也可见一斑。6日，美国保守派媒体
福克斯新闻台因节目中一张黑人被杀与股市上涨对照图
表而遭广泛谴责，被迫向公众道歉。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法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告
诉记者，弗洛伊德事件表明，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
存在严重问题，“我无法呼吸”这句话正是美国底层民
众窒息感、受压迫感和焦虑感的集中反映。

双重标准的照妖镜

弗洛伊德事件也是一面照妖镜，鲜明照出美国一些
政客和媒体在人权等问题上的严重双重标准。

针对弗洛伊德之死，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推特上修改
了一份美国指责伊朗人权问题的声明，把原稿中“伊
朗”全部替换为“美国”后，毫无违和感。

印度尼西亚大学学者伊尔万夏说，美国当局对国内
和平抗议活动采取强硬姿态，对比它在世界其他地方发
生类似场景时所持立场，无疑是严重双标。

叙利亚外交部副部长梅克达德认为，非洲裔美国人
长期受到种族主义者蓄意攻击，美国侵犯人权这么明
显，却动辄攻击他国人权，甚至以此为借口滥用武力，
“这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也是对他国人权的侵犯。”

马来西亚学者穆扎法尔表示，美国的政治精英在国
内外以捍卫人权和民主的形象自居，现在看来这完全是
一种伪善。 (据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7日，意大利民众在米兰举行示威活动。

据新华社新德里6月8日电 在封锁70多天后，印度中央
政府8日正式允许餐馆、购物中心和宗教场所对民众开放，
这也是印度分阶段放松管控的第一步。同一天，印度新冠确
诊病例新增近万例，累计突破25万例。有观点认为，当前分
阶段放松管控并非恰当时机。

印度媒体8日报道，新德里地方政府当天已下令允许私
企办公室、餐馆、购物中心和宗教场所重新开放，但保留对
酒店和地铁的限制。素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市内的商
场也纷纷开业。金融中心孟买已出现交通严重拥堵状况。

寺庙在印度民众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宗教场所的开放
意味着社会生活逐渐回归正轨。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4日
已专门发布指导标准，规范宗教场所出入要求。

由于确诊病例数持续上升，印度国内有观点认为，当前
分阶段开放并非正确时机。印度国大党发言人阿贾伊·马肯7
日对新德里无法提供足够病床提出批评。东部的奥迪沙邦政
府8日发布声明说，考虑疫情仍在蔓延，该邦所有宗教场
所、购物中心、酒店和餐馆将继续关闭至6月30日。

印度卫生部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达
256611例，较前一天增加9983例，累计死亡7135例。

印度新冠确诊病例超25万
开始分阶段放松管控

新华社专电 英国媒体8日援引该国医药行业内部备忘
录报道，新冠疫情可能“耗尽”该国药品库存。这些企业担
心，药品供应链中断将严重影响英国国民保健制度(NHS)为
国民提供服务。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医药企业在这份向英国政府建言的
备忘录中说，政府应购买并储备用于应对新冠病毒的“关
键”药物。

新冠疫情暴发后，英国未曾大量储备的一些医药制品需
求猛增，例如吸入剂等。与此同时，工厂关闭、出口禁令等
限制性措施严重阻碍英国维持药品供给量。这些药企表示担
忧，认为英国政府如果不能与欧洲联盟达成“脱欧”后的贸
易协定，该国药品库存难以有效重建。

这份备忘录警告，疫情结束后，“市面上的产品会变少
甚至为零”，像去年那样储备大量医药制品变得不再可能。

英国1月31日正式“脱欧”，如果英欧没能在过渡期内
达成贸易协议、且过渡期不再延长，双方将重新回到世界贸
易组织框架下开展贸易。那样一来，英国与欧盟间的贸易壁
垒将显著提升。

疫情或耗尽英国药品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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