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0日，中国海军第43批
护航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解
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接替第42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
任务，官兵代表在码头欢送。

新华社发（张懋瑄 摄）

中国海军第 43 批护航编队起航赴亚丁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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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在地缘冲突、气候变化、
汇率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全球能
源安全不确定性将依然存在。

这场能源危机从去年延续至今，
引发一些国家燃料短缺、企业倒闭、经
济运行放缓，不仅迫使相关国家调整
能源政策，而且可能促使国际能源格
局深刻变化。

能源危机引发连锁反应

去年以来，全球能源供需矛盾急
剧恶化，国际能源价格波动频繁，市场
行情充满不确定性。

“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
性能源危机，冲击广度和复杂性前所
未有。”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2022
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开篇这样写道。

作为重要能源生产国、出口国，俄
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中举足轻重。乌
克兰危机升级后，美西方对俄发起严
厉制裁，导致能源供应遇阻、价格飙涨
并引发高通胀等连锁反应。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不久前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欧洲电力和天
然气批发价格与2021年相比已上涨15
倍，如果仅靠政府补贴而不采取其他
措施应对，在能源价格回落前欧洲国
家补贴费用或将高达1万亿欧元。

这次危机凸显国际能源供应结构
的脆弱性。以天然气为例，由于来自
俄罗斯的天然气锐减，欧洲进口液化
天然气比例显著升高。然而，习惯通

过管道进口天然气的欧洲国家，并没
有足够的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

数据显示，乌克兰危机升级前，欧
盟30%的石油、45%的天然气和46%的
煤炭来自俄罗斯。欧盟想要改变这种
能源供应结构，并非短期内就能实现。

能源价格飙升不仅困扰欧洲，更
引发全球连锁反应。液化天然气价格
飙升，日韩等经济体想方设法节电同
时，考虑重启核电；印度煤炭进口数量
一度创历史新高；不少能源依靠进口
的新兴经济体、欠发达经济体不得不
与发达经济体高价竞购能源。这种状
况也引发全球能源市场激烈重构，美
国能源出口商利润暴增，北非等天然
气储量较高地区也在试图增加出口。

欧洲能源危机及其连锁反应加剧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众多国家通
货膨胀率飙升，一些国家经济困境进
一步加深。

能源价格短期或保持高位

除非地缘政治因素和全球供求关
系出现根本变化，未来能源价格仍将
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能源供应紧
张局面将持续。

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法提赫·比
罗尔此前表示，欧盟 2023 年可能面临
约27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缺口，约占欧
盟天然气基准总需求的6.8%。国际能
源署预计，全球原油市场供应也可能
在2023年第三季度出现大幅短缺的局

面，带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升
至每桶100美元附近。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大宗商品
市场展望》预计，2023 年全球原油、天
然气和煤炭等主要能源价格将有所下
降，但仍将远高于过去 5 年的平均水
平。

美国标普全球商品洞察公司日前
发布的《2023 年能源展望》报告提到，
尽管天然气、煤炭、原油等能源大宗商
品价格 2023 年将有所下滑，但欧洲电
力市场紧张局面不会有明显改善，电
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将成为欧洲各国
2023年重要议程。

未来数年，俄罗斯油气生产和出
口受限将导致全球天然气供应持续处
于短缺状态，加之碳达峰碳中和行动
引发的化石能源投资意愿低迷，以及
可再生能源比重上升，全球能源供应
的稳定性将明显降低，甚至会频繁出
现轻度供应短缺危机。

高昂的能源成本或将推动不少欧
洲国家能源密集型企业减产、停产或
转移生产。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工业
经济中心负责人奥利弗·法尔克表示：

“如果能源价格长期保持高位，一些行
业将离开德国。”

能源转型远水难解近渴

不少专家认为，能源价格飙升将
迫使欧洲加快能源转型，“被动”引入
更多绿色能源，但能源转型眼下还难

以根本化解能源危机。
2022 年 5 月，欧盟宣布将在 5 年

内增加 2100 亿欧元投资，支持加快绿
色能源发展。该方案的内容包括推动
节约能源、能源供应多元化、加速可
再生能源发展等。这一方案还提出将
欧盟 2030 年的能效目标从 9%提高到
13%，同时到 2030 年将可再生能源在
欧盟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 40%提高至
45%。

英国《经济学人》刊文表示，大多
数国家在 2023 年将采取措施，短期内
加大针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投资，以确
保能源供应安全，同时采取长期措施，
调整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加速可再
生能源的发展。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2022 年
可再生能源》报告预计，受能源危机推
动，各国可再生能源设备安装明显提
速，未来5年全球装机增量有望接近此
前5年增量的两倍，其中光伏发电和风
能将贡献新增发电能力的 90%以上。
比罗尔表示，当下的能源危机或将成
为全球能源系统更清洁、更安全的历
史转折点。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尽管能源价
格飙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速向可再
生能源转型，但就目前能源危机状况
而言，短期内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有可
能不降反增，绿色可再生能源“远水解
不了近渴”。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不确定性犹存 绿色转型不易
——2023年世界能源形势前瞻

新华社记者 宿亮 许苏培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9日到访墨
西哥，与墨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会
谈，就两国间经贸、禁毒、边境管控等关
键领域的合作与分歧商谈应对举措。

这是拜登上任两年来首次前往这
个南边邻国。如同往届美国总统，他
将对墨方提出各种“配合”美方政策的
要求，包括加强边境管控、遏制经墨赴
美的非法移民潮。不过，墨方对美国
也有要求。

呼吁“停止鄙视”

在首都墨西哥城的总统府国家宫，
洛佩斯夫妇用笑容、握手和拥抱热情迎
接拜登夫妇。当墨美双方开始正式会
谈时，洛佩斯向拜登严正提出要求。

“是时候结束（美国）这种对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遗忘、抛弃和鄙
视了。”洛佩斯认为，美方需要采取新
政策，增加对拉美地区投入，促进“（美
洲）大陆经济和社会融合”。

拜登则为美国的政策辩解，称美
国多年来为拉美地区提供大量援助，
过去 15 年花费“数以百亿美元”，只是
美国要“管”的事还有很多。“我们的责
任并不止于西半球。”

拜登在会谈开始前披露，此行首
要议程之一是讨论“已害死 10 万美国
人的芬太尼泛滥问题”。美国许多人
滥用这种合成阿片类药物成瘾乃至丧
命，美方认为这种违禁药物主要经墨
西哥贩毒集团走私入境，要求墨方加
大打击力度。

美联社以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墨
西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拜登想要墨
方承诺减少芬太尼跨境走私量，作为
交换，美国将承诺加强打击向墨境内
走私美制武器。

自 2006 年以来，墨西哥政府动用
军队打击贩毒集团，引发对方报复，相
关暴力冲突迄今导致超过 34 万人丧
生。拜登访墨几天前，墨西哥安全部

队抓捕了大毒枭华金·古斯曼的儿
子。古斯曼绰号“矮子”，横行多年后
落网，被判终身监禁，如今在美国监狱
服刑。

难以皆大欢喜

拜登要谈的另一关键议题事关打
击非法移民，不过他认为“这方面我们
已经有所作为”，并肯定墨西哥是“真
正的伙伴”。

前往墨西哥前，拜登视察美墨边
境地区，在得克萨斯州边境城市埃尔
帕索逗留大约4小时，参观了一处没有
任何移民在场的移民服务中心。这是
他上任以来首次踏足美墨边境地区。
共和党批评拜登“作秀”，为的是平息
国内舆论对民主党政府边境管控松
懈、导致非法越境人数激增的批评。

拜登抵达墨西哥前，又有一群拉
美偷渡客从埃尔帕索被驱逐回墨西哥
一侧，一些人还抱着孩子。委内瑞拉

人何塞·戴维·梅伦德斯告诉法新社记
者，他在埃尔帕索一家教堂躲避时，

“边防巡逻站的警察来了，打我们，让
我们跑起来，拿枪指着我们、指着孩
子。我们的人权在哪儿？”

洛佩斯与拜登曾有龃龉。去年 7
月，美国主办的美洲峰会在洛杉矶举
行，拜登拒绝邀请古巴、委内瑞拉和尼
加拉瓜领导人参会，引发多国批评和
抵制，洛佩斯就以缺席峰会表达抗
议。此外，洛佩斯政府推进能源产业
国有化的政策引发美国不满，担心会
损害在墨投资的美国企业利益。

美国前驻墨大使克里斯托弗·兰
多说，受两国国内政治因素限制，美墨
双方在能源和移民议题上达成皆大欢
喜的妥协会有困难。

美墨首脑会晤结束后，拜登和洛
佩斯将同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
展开三边会谈。

（新华社专特稿 沈敏）

拜登首访墨西哥要求“配合”洛佩斯吁美国“别再鄙视拉美”

新华社布鲁塞尔1月10日电（记者 任珂）北约和欧
盟10日签署合作联合宣言，旨在加强欧洲集体防御，应对
共同的安全威胁。

当天上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欧洲理事会主
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北约总部共同出
席了宣言签字仪式。

当天签署的文件是继2016年和2018年之后的第三份
北约-欧盟合作联合宣言，双方对合作内容进行了更新。
根据欧盟理事会的声明，新宣言说，欧盟和北约将就日益
激烈的地缘战略竞争和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新兴和颠覆
性的技术、外层空间、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以及外国信
息操纵和干扰等方面扩大和深化合作。

斯托尔滕贝格在签字仪式后的记者会上说，北约与欧
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北约和欧
盟将在2023年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

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表示，欧洲安全受到俄乌冲突的
挑战，她呼吁欧盟和北约“加强自身的韧性”。

俄乌冲突升级后，北约在欧洲的存在大幅增强，欧盟
的战略自主能力在“缩水”，转而更加依赖北约。

北约与欧盟签署合作
宣言应对共同威胁

新华社雅典1月10日电（记者 于帅帅）希腊雅典国
际机场市场部负责人 10 日在雅典表示，雅典国际机场将
继续致力于深化中希合作，大力支持中国直航航线运营，
希望迎来更多中国游客。

雅典国际机场当天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国航）雅典
营业部举行上海-雅典航线开通庆典暨新闻发布会。机
场传播和市场部负责人约安娜·帕帕杜普洛在致辞中介
绍，在 2017 年雅典-北京直航开通后的两年时间里，到访
雅典国际机场的中国客流量翻了一番，希望新的直航航线
开通后，机场迎来更多中国游客。

中国驻希腊大使肖军正在致辞中说，中国和希腊都是
世界旅游业的主要参与者，两国各有比较优势，合作潜力
巨大。他表示，中希双方深化合作不仅能够进一步推动旅
游业发展，还将促进两国在投资、金融、贸易和服务业等其
他领域的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国航雅典营业部总经理范何云表示，目前国航已开通
雅典至北京、上海两条直飞航线，国航将继续积极推动和
开创两国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的新局面。

2022年12月22日，国航开通上海-雅典直航。北京-
雅典直飞航线于2017年9月开通，疫情期间中断数月后，
已于2022年7月复航。

希腊雅典机场：

希望直航带来更多中国游客

新华社明斯克1月11日电（记者 鲁金博）10日，白俄
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白俄罗斯《东方历法：兔年》
邮票和首日封发行仪式。

白俄罗斯通信与信息化部部长舒利甘在活动上致辞
说，每年发行中国生肖邮票已成为该国一种良好传统，借
此能够进一步密切白中两国人民联系、拉近彼此。通信
与信息化部愿同教育部等各部门协同努力，通过多种方
式推动白中年轻一代加强交流，深化两国传统友好。

随后，出席活动嘉宾共同在《东方历法：兔年》首日封
上签字并盖邮戳。仪式在两国中文教师同台演唱的《同
一首歌》歌声中结束。

白俄罗斯举办《东方历法：兔年》
邮 票 和 首 日 封 发 行 仪 式

新华社华盛顿1月10日电（记者
许缘）世界银行10日发布最新一期《全
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3年全球经济
增长预期下调至 1.7%，较去年 6 月预
测下调1.3个百分点，为近30年来第三
低水平。

报告显示，受通胀高企、利率上
升、投资减少、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影
响，全球经济增长正急剧放缓到“危险
地接近陷入衰退的程度”。极高的通
胀引发全球“出乎意料的”快速且同步
的货币政策收紧。而为遏制高通胀而
采取的激进货币政策收紧、金融状况

恶化、信心下降以及普遍的能源短缺
导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被大幅下调。

根据报告，近30年来，1.7%的全球
经济增长预期仅次于2020年疫情暴发
期间以及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
全球衰退。世行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
增长有望回升至2.7%。

同时，世行预计 2023 年发达经济
体经济增长 0.5%，较去年 6 月预测下
调 1.7 个百分点。其中，美国经济增长
预期被下调1.9个百分点至0.5%，是除
1970 年衰退期以外表现最差的一年。
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被下调 1.9 个百

分点至零增长。
此外，世行预计 2023 年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增长 3.4%，较
此前预期下调 0.8 个百分点。2023 年
全球贸易总量或将增长 1.6%，较此前
预期下调2.7个百分点。

世行预计，未来两年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经济体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
2.8%，比 2010 年至 2019 年期间的平均
水平低一个百分点。在占全球极端贫困
人口约 60%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2023年至2024年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
或仅有1.2%，导致贫困率上升而非下降。

展望未来，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前
景面临下行风险。全球通胀可能不会
如预期般缓和，或因供应再次中断而
被推高。持续高企的核心通胀率可能
要求全球央行较目前预期更快、更大
程度上调利率水平，进而导致普遍的
金融压力并增加政策失误风险。

报告认为，全球政策制定者必须
确保财政支持以弱势群体为重点、通
胀预期保持稳定、金融体系保持韧性。

世行行长马尔帕斯在报告前言中写
道，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危机正在加
剧”，全球繁荣面临的挫折可能会持续。

世界银行下调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1.7%

新华社布鲁塞尔1月10日电（记者 任珂）欧盟下属
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 10 日发布报告说，2022 年是欧
洲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年份，也是全球第五热的年份。

这份名为《2022年全球气候要闻》的报告分析总结了
去年的温度、温室气体浓度以及重大气候和天气事件等，
显示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多项温度纪录都被打破，干旱和洪
水等极端天气事件影响了欧洲广大地区。

报告显示，2022年是欧洲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年份，
仅次于 2020 年。除冰岛外，整个欧洲 2022 年的气温都高
于 1991 至 2020 年平均水平。2022 年夏季是欧洲有记录
以来最热的夏季，西欧和北欧深受数次持续且强烈的热浪
事件影响。2022年冬天欧洲气温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约
1摄氏度。

报告说，去年欧洲春末和夏季异常温暖，加之多晴少
雨、土壤干燥等因素，导致欧洲大陆南部和中部地区干旱
严重，农业、内河航运和能源供应受到影响。极端干旱也
导致欧洲西南部尤其是法国和西班牙火灾频发。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副局长萨曼莎·伯吉斯说，
2022 年极端天气频发说明，我们已经在经历全球变暖的
破坏性后果。这份报告提供的证据表明，为避免出现最坏
的后果，需要全社会立即减少碳排放，并迅速适应不断变
化的气候。

这份报告的数据还显示，2022 年是全球有记录以来
第五热的年份，仅次于 2016 年、2020 年、2019 年和 2017
年。在卫星观测数据中，二氧化碳和甲烷这两种温室气体
在大气中的浓度已达有卫星记录以来最高值。如果包括
其他研究数据，二氧化碳浓度已达 200 万年来最高水平，
甲烷浓度已达80万年来最高水平。

欧盟机构：2022年是欧洲
有记录以来第二热年份

新华社达卡1月10日电（记者 刘春涛）孟加拉国总
统哈米德9日在首都达卡表示高度重视孟中两国关系，愿
进一步加强同中方各领域合作，推动双方多领域、全方位
交流不断深化。

哈米德当天接受中国新任驻孟加拉国大使姚文递交
国书时作出上述表示。哈米德说，孟中两国交往历史悠
久，中方是孟方重要发展伙伴，为孟方发展建设提供大量
援助。期待在孟中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再上新台阶。

姚文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近年来，在两国领导
人战略引领下，中孟关系快速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福祉。

孟加拉国总统：

愿进一步加强同中方各领域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