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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融媒选粹

我我的的南南征征北北战战

新华社北京 4 月 28 日电(记者樊宇、杜静、李洁）
美股 10 天内 4 次熔断，前所未见！美原油期货价格一
度跌至负值，前所未见！繁忙航空枢纽变成“停机场”，
前所未见！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速冻”全球经济，大萧条以
来最严峻局面已在眼前。“这或是一场深度衰退！”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发
出警告。

世界经济能否很快复苏？全球化、供应链将会怎
样演变？全球抗疫是否催生机遇？这些重大问题，关
乎人类福祉，关乎世界未来。

疑问 1
“短”与“长”：“大冲击”痛至何时

“挤出来的牛奶就这样流进了下水道。”找不到销
路，4 月以来美国威斯康星州奶农贾森·里多每天倒掉
10 多吨鲜奶。

“实在让人伤感。”因为滞销，荷兰花农无奈地将成
批的郁金香、玫瑰花就地销毁。

异象映射出疫情对经济的显著冲击。IMF 预测，
2020 年世界经济将萎缩 3% ，成为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
条以来最严重衰退；今明两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损失将超过日本加德国一年的经济总量。
“短痛”还是“长痛”？世界经济将陷于长期衰退，

还是会短暂收缩而后步入复苏轨道？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指出，这次

疫情危机与此前的金融危机很不同，影响始于实体经
济，而不是来自金融领域，因此复苏关键也在前者。

疫情的冲击把全球生产生活逼向“大停滞”，因此
实体经济何时能恢复生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防

控效果。疫情拖得越久，世界经济陷入“长
痛”的几率就越大。

IMF 预测，如果全球多数国家疫情在今
年二季度达到峰值、下半年消退，世界经济有
望在 2021 年反弹；如果缺乏应对疫情的全球
行动，衰退会更深更久。

V 型、U 型还是 L 型？世界经济要走
出“好看”的复苏曲线，亟需各国在防疫情、保
民生、稳经济上应对得力、合作并进。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疾呼：“世界能否尽快摆脱
危机，取决于我们是否现在行动、共同行动。”

迎接公共卫生挑战，妥善安排复工复产，
缓解资金压力，提振市场信心，防范债务风
险……各国和国际社会推出了力度空前的举
措，只待效果。

疑问 2
“退”与“进”：全球化走向何方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一期封面
上，象征全球化的地球被贴上了“关闭”的
标签。

但在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教授伊恩·
戈尔丁看来，疫情可能成为改变全球化的“一
个因素”，但不会给全球化画上“句号”。

疫情大暴发是对全球化的最新考验。各
国同陷危机，经济同步滑坡，作为全球化核心
的国际生产和贸易严重受损。人们担心，未
来“脱钩”倾向加剧，全球化有逆转之虞。

疫情确实使一些国家短期内封境自保，
但长期看全球分工和资源配置的好处明显，
全球化的强大逻辑不会轻易因为这场疫情改
写。退回孤岛不现实也不明智。

更何况，全球危机需要全球应对。从
病患救治，到药物和疫苗研发，再到国际联
防联控所需的信息共享和物资调度……团
结合作、全球行动才是击退疫魔的最有力

武器。
跨国公司联手打造针对新冠病毒的蓝牙预警

系统；医疗设备生产企业共享可提高疗效的数据；
在商品和人员流动卡顿之时，信息数据高速流转，
跨境金融迅猛发展，疫情中全球化新势力正在加
速成长。

戈尔丁认为，未来全球化会呈现出更多数字
化、金融化、去产品化特征。经历疫情考验，全球
化有望迈入更为多维包容的新阶段。

疑问 3
“收”或“放”：供应链如何调整

苹果公司正在考虑将其首款 5G 智能手机推
迟发布；宝马和大众等汽车制造商纷纷调整生产
计划，关闭多座位于欧洲的工厂。

疫情突然来袭，扰乱全球供应链条，跨国公司
首当其冲。更多企业可能重新考虑供应链收益和
稳健性之间的平衡关系。

疫情还暴露出口罩、防护服、呼吸机、药品等
抗疫物资的巨大供应缺口，更多国家会战略性地
审视和把握公共卫生等重要领域的生产主动权。
有外媒说，疫情如同催化剂，将加速全球供应链的
调整。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顾清扬认为，一些经济
体未来将更加重视生产的完整性和自主可控性，
从而促使某些供应链未来区域化集聚；而出于分
散风险的考虑，供应链的多元化也会是重要选项。
但这些都是供应链的调整而非颠覆。

无论是收是放，事实证明，从产业完备度、劳
动力素质、基础设施情况、创新能力等重要指标
看，中国是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环节。再加上海
量市场和开放红利，中国这方面的优势仍十分
突出。

中国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日前发布的调查报
告表明，受访的美国在华企业中有七成多表示，不
会因疫情将生产、供应或采购业务外迁。这些企

业的战略安排更多取决于长期利弊和损益权
衡，远不是“说走就走”那么简单。

摩根士丹利还特别指出，中国统筹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的治理能力和效果，进一步证实
了中国的供应链优势。另外，未来产业发展将
更依赖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
字“新基建”，而中国正在这些领域持续发力。

疑问 4
“稳”与“变”：中国角色如何演进

生鲜食品电商盒马的“骑手”比以前更忙碌
地为“宅”家顾客运送美食；网络名人和政府官
员线上直播卖货成交火爆；腾讯网络会议系统
在支持海量中国用户后又开始为联合国系统提
供服务。

外媒观察到，疫情下中国大街小巷显得冷
清，但线上“云端”热火朝天。随着国内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也已全面展开，再次轰鸣
的中国经济引擎正在给世界提供重要动力。中
国作为少数今年有望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之一，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

“我们对今年中国市场的表现充满信心，将
与合作伙伴再次创造成功的一年。”法国欧莱雅
集团首席执行官让-保罗·安巩的中国雄心丝
毫不减。

国际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在决心以更大政
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的同时，着力推进要素市
场化配置，坚持以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新
兴产业更展现蓬勃生机。

今年一季度，包括网上会议、线上交易、在
线教育等在内的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3 . 2%。3 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8 . 9%。

“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有望在继工业化、信息
化之后，继续逐浪世界产业发展潮流，给世界带
来新的需求和供给，”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郭生祥

说，“从稳定锚到创新源，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
角色和作用越来越关键。”

疑问 5
“危”与“机”：全球治理如何与时俱进

3 月 26 日，二十国集团（G20）首次以视频
方式举行领导人特别峰会，推出力度罕见的经
济金融支持政策；世卫组织日前宣布，携手各国
展开“里程碑式”的疫苗研发合作。

疫情危重，却危中有机。正如以色列历史
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所言：“危机往往会推动历
史进程的发展。”作为特殊的压力测试，全球治
理有望迎难而上，优化升级。

世界已经看到，强化全球治理的行动快了。
不到一个月时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就商定了
财政刺激、能源安全、债务减免等众多重要议
程，为加固抗疫薄弱环节，织牢全球经济安全网
提供行动指南。国际社会在促进信息共享、调
配紧缺医疗资源、预防金融流动性陷阱等专业
领域，也正加速打出组合拳。

强化全球治理的内涵多了。全球公共卫
生体系应急机制有望在疫情后得到系统性升
级。联合国系统、IMF、世行等应对危机的“方
案库”和“弹药库”也将加强。为疫情后的经济
复苏做好铺垫，为提升未来危机防范和应对能
力做好谋划，G20 等国际经济治理平台在聚焦
当下挑战时也着眼长远，有望提供更多前瞻
指引。

更重要的是，推动全球治理再上新台阶的
共识也在加速凝聚。这是一场涉及卫生、经济、
政治、社会各领域的全球性多维度危机，世界正
在接受一场大考。如果各国自顾自行，防控的
碎片化就会拖累大局，唯有互信互助、协调行动
才能渡过劫难。

命运与共、守望相助！中国发出呼吁，世界
也在行动。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只有这样，世
界经济才能尽快踏上复苏征途，人类社会才能
早日迎来美好明天。 （参与记者：潘丽君、于
佳欣、蔡蜀亚、徐永春、周蕊）

辨析世界经济五大疑问

时不时，美国一些政客
总喜欢打几把“中国牌”，有
时是为了掩盖自己无能犯错
而“甩锅”，有时是为了讨好
某些利益团体而炒作“脱钩
论”。最近，蓬佩奥等人把这
两件事搁一块干了。

以“我们撒谎、我们欺
骗、我们偷窃”为荣的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近期就新冠肺
炎疫情再次向中国“泼脏
水”，指责中国“可能”隐瞒疫
情。另一边厢，以纳瓦罗为
代表的白宫“师爷”团，则竭
尽所能鼓吹美资撤离中国，
煽动“脱钩论”。

尽管“脱钩论”甚嚣尘
上，订单却不会说谎。一个
简单的数据就把这个荒谬的
鼓噪碾得粉碎——截至 4 月
20 日，中国向美国提供了
超过 24 . 6 亿只口罩。这意
味着，每个美国人能分到 7
个来自中国的口罩。纽约州
州长科莫在一档电视节目中
“惊叹”，为了抢购“中国
口罩”“中国防护服”“中
国呼吸机”，美国一些州甚
至相互“打架”。即便是蓬
佩奥本人，也觍着脸说“我
们期望中国继续……向我们
提供援助，并向我们出售这
些商品”。

小小的口罩，是中美经
贸关系的一个缩影。几十年
来，中美历经风雨，早已形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
关系。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
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
作是最好的选择。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而
分享合作共赢“蛋糕”的美
国企业，也未见得太把“脱
钩论”当回事。这不，就在
前几天，埃克森美孚在粤港
澳大湾区投资建设的广东
惠州乙烯项目举行“云开
工”仪式，总投资约 100 亿

美元。更早一些的 4 月 8 日，武汉“解封”当天，另一
家美国企业沃尔玛就宣布将在武汉扩大投资 30 亿
元。中国美国商会、上海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中国 17
日发布的联合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在华美国企业
中，超过 70% 表示不会因为疫情影响而将生产、供应
或采购业务迁至海外。即便美国政府愿意为美企撤
离埋单，美企也不见得会对撤离买账。“脱钩”还是“深
耕”，不是哪个政客哄一哄吓一吓骗一骗拉一拉就能
把事办成的，美资企业心里自有杆秤。

眼下正是全球抗疫的关键时期，中美有一千条理
由把关系搞好。口罩不大，但 24 . 6 亿只口罩却足以
看出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情谊。奉劝美国一些政
客，在疫情防控上多讲和衷共济，别搞单边主义；在经
贸问题上不能一叶障目，而要眼光长远；在中美关系上
尤其不能逆势而为——顶着风泼脏水很容易泼到自己
身上。

（记者刘红霞）新华社北京 4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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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甩锅”真面目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防控新冠疫
情为由，加大对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
非法移民的遣返力度。在全球疫情持续蔓
延之时，美国强行遣返非法移民却不对其
进行病毒检测，任由病毒扩散。这种自私
行径不仅可能加剧地区国家的疫情风险，
也是破坏全球抗疫大局、威胁全球公共卫
生安全的危险之举。

中美洲非法移民原本就处于美国的社
会底层，疫情之下的生存状况更是雪上加
霜。大批非法移民在被遣返前，既未有足
够长的隔离观察期，也未接受新冠病毒检
测。美方这种简单粗暴、冷酷无情的做
法，既有悖人道主义精神，也无视非法移
民的基本人权 ，是赤裸裸的 “美国优
先”。

由于被遣返人员中持续出现确诊病
例，危地马拉总统亚历杭德罗·贾马太日前
宣布，暂停接收来自美国的载有被遣返非
法移民的航班，直到美国愿为这些人提供
相关健康证书，证明他们未感染新冠病毒。
但美国官员表示，若这些国家拒绝接收被
遣返的本国公民，美方将在签证方面对其
实施制裁并中断对它们的援助。

美国一直把包括中美洲在内的拉美视
为其“后院”。然而，美方在疫情防控上却
并未展现出应有的大国责任担当，反而频
频以邻为壑，给他国抗疫“添堵”。

换个角度看，这或许是美国白宫精心
策划的一场“政治秀”，借此显示其对非
法移民的强硬，借机为总统选举造势。事
实上，非法移民问题在美国原本就是一个
“老大难”问题。每逢大选年，非法移民
往往会沦为党争的牺牲品，如今白宫所作
所为更让中美洲非法移民遭遇“双重打
击”。中美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

后，公共医疗系统脆弱，缺乏有效应对
突发重大卫生事件的能力。美国将风险
转嫁他国的做法，恐将进一步削弱中美
洲国家的防疫能力，也给地区和全球公
共卫生安全带来威胁，破坏全球抗疫
大局。

美国无视全球防控疫情的积极努
力，一意孤行，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遣返力
度，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日前，包括
美国华盛顿拉丁美洲研究所在内的 60
多家机构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政府
在全球疫情暴发期间继续驱逐非法移
民，称这一行为“将全球都置于风险之
中”。

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只有加强国
际合作，才能战而胜之。单边主义保护
不了自己 ，守望相助、携手抗疫才是
正途。

（记者闫亮、吴昊）
新华社墨西哥城 4 月 28 日电

强逐移民，美自私行径危害全球抗疫

继“华商很难”“多国渴望回归中国”之
后，“多国女子都想嫁到中国”系列文章再
次引发争议。文章内容多以叙述口吻讲述
外国女子嫁到中国的好处，例如外国女子
嫁到中国来因为中国环境好、人均 GDP
高，做了中国媳妇之后丈夫会主动做家务、
公婆帮忙做事等。

从发布时间来看，以“XX 国姑娘，都
想嫁到中国”为标题吸睛的文章，并非最近
才有。此次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受到“华商

很难”“多国渴望回归中国”等批量炮制文
章被严肃处理的关联。目前，经媒体曝光
后，不少文章已被删除。

在现实生活中，跨国婚姻确实存在，也
有情感故事经媒体报道后传为一时佳话。
然而，由一两则婚姻个案，推导出整个群体
的婚恋选择倾向，未免过于荒谬。

标榜“XX 国姑娘，都想嫁到中国”的文
章，只不过是自媒体为了赚打赏和广告，在
“标题”上动手脚，将一两个外国女孩嫁到中
国的真实故事改头换面，炮制成“XX 国姑
娘，都想嫁到中国”的系列“爽文”。还有一些
文章，对外国真实情况了解甚少，内容都是
东拼西凑、复制粘贴，靠美女图片吸引眼球，

加几段耸人听闻或是打“软色情”擦边球
的文字，就成了“爆款收割机”。

近年来，一批恶意营销账号信奉“做
号就是做生意，账号做大就有滚滚财源”，
对流量的追逐陷入病态。散布虚假信息，
炮制“爽文”恶意营销造谣，成了一本万利
的生意。这些营销号的目的只有一个，那
就是忽悠读者、骗取打赏、牟取流量。

此前，数百篇以“疫情之下的××：店
铺关门歇业，华人有家难回，××华商太
难了！”为题的自媒体文章，在网络上“病
毒式”蔓延。经媒体调查发现，这些文章
均由福建省福清市 3 家公司批量炮制。
发布“华商太难了”虚假消息的公众号管
理人员薛某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经其供认，文章均为捏造，目的就是
为了提高阅读量和涨粉以期赢利。

而针对“多国渴望回归中国”的文
章，微信方面回应称，此类文章涉及夸大
误导，已删除“XX 国（或地区）渴望回归
中国”类的违规文章 227 篇，对 153 个公
众账号进行封号处理。

部分恶意营销账号毫无敬畏，以“比
烂”“比丑”心态招摇于世，发布毫无道德
底线的炮制“爽文”，严重影响网络空间
的清朗环境，社会影响恶劣。

这种现象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重
视。近日，国家网信办明确表态，要求各
大网站平台主动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
查平台内网络账号恶意营销问题，集中
清理相关违法违规信息，严肃处理涉及
恶意营销的网络账号。

铲除恶意营销号的生存土壤，阶段
性的专项整治确实能起到雷霆之效，但
长期来看，还需平台方负起责任，经常性
自查自纠，有关部门加强日常监管，严厉
打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本报评论员刘晶瑶）

无底线谋私利，恶意营销号如何“连根拔”

扫描二维码，

查看相关图文、视频，了

解各国专家是怎么看这

五大疑问的。

1 月 19 日，他出征武汉，90 天后再战绥芬河。他
说，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是前进的方向。从疫情阻击战
到加时赛，他南征北战，随时出发，与病毒鏖战到底。

他就是“病毒捕手”王佶。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新青年第 122 期《我的南征北战》。

疫疫苗苗知知多多少少

每年 4 月的最后一周是世界免疫周，其目的是促
进接种疫苗以保护各年龄人群免患疾病。但你真的了
解“疫苗”吗？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视频《世卫组织 Q&A：你真的了解
“疫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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