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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 6 月 8 日电(记者凌馨)世界
贸易组织新总干事遴选程序 8 日正式启动，该
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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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世贸组织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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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最终做出人选任命决定。
阿泽维多提前离任的决定使得新任总干

事遴选程序期限被大幅压缩。世贸组织总理
事会主席、新西兰驻世贸组织大使戴维·沃克
向成员表示，自 6 月 8 日起，世贸组织各成员
将有一个月时间，向总理事会提名各自的总
干事候选人。7 月 8 日之后，总理事会将向
成员发布最终确定的总干事候选人名单。这
意味着如果要在阿泽维多离任前确定新总干
事人选，遴选程序的后两个阶段将必须在不
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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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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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事约诺夫·弗雷德里克·阿加、贝宁常驻世贸
组织大使埃卢瓦·拉乌鲁等多名官员都表达过
参选意愿。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兰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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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一职的有力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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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各成员诉求不同，
提出的改革优先项也各有不同。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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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疫情期间，由于担心本国资源供给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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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在白人警察暴力执
法后死亡所引发的抗议活动仍在全美各地继续。
美国首都华盛顿 6 日迎来事件发生以来最大规
模抗议活动。此外，欧洲、美洲、非洲多国民众也
连日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国种族歧视现象。

弗洛伊德事件让国际社会更加认清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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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正义就没有和
平”“对种族主义说不！”“对警察暴力说
不！”……激愤的抗议口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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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黑人遭遇警察暴力，则让这种社会性
歧视以一种可视的激烈方式呈现在世人眼前。
2014 年，非洲裔青年布朗在密苏里州遭警察枪
杀；2018 年，非洲裔男子布拉德福德在亚拉巴
马州见义勇为却被警方视作凶手打死；今年 3
月，肯塔基州非洲裔女子泰勒在家中遭误认嫌
疑人住所的警察射杀……

随着弗洛伊德事件发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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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被随意拦车检
查，在超市被无端驱逐，在公园被栽赃报
警……悲伤与愤怒同样在网络上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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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已经
深深扎根于美国政治体系之中，隔一段时间就
会爆发。爆发时间点往往处于社会矛盾、贫富
矛盾和区域矛盾激化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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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尼亚活动人士万杰里·恩德鲁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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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国长期以来的一大污点。

菲律宾大学迪利曼校区前校长陈万杰撰
文指出，种族主义贯穿在美国国家的发展历
程中，不仅黑人遭受严重歧视，印第安人等其
他有色人种也同样遭到歧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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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岁的弗洛伊德惨死后，媒体对他生平
经历的报道令人感怀：他接受过戒毒治疗，当
过卡车司机、保安，疫情中成为美国逾 4000 万

失业大军中的一员，而他死后的法医鉴定显示
其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无法呼吸”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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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学者钱德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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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庆熙大学教授安炳珍说，相对贫穷
的美国黑人形成一个孤立群体，经济困顿，缺
乏就业保障，教育投资不足，“新冠疫情影响
下，种族差异更加凸显”。

美国社会“金钱至上”“资本至上”的扭曲
价值观，在围绕弗洛伊德的媒体报道中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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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主任罗曼·于雷
撰文指出，弗洛伊德的死亡视频让人们想起
“美国民主阴暗的部分”，他的枉死让人看到美
国在治安、卫生、社会等方面的深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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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特上将一份美国指责伊朗人权问题的声明
稍做修改，将原稿中的“伊朗”全部替换为“美
国”后，读起来毫无违和感。分析人士指出，
弗洛伊德之死以及后续一系列事态显示，美
国一贯在人权、治安等问题上选择性失明。

印度尼西亚大学学者伊尔万夏说，美国
当局对国内民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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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持有严重的双重标准。

叙利亚外交部副部长费萨尔·梅克达德
告诉记者，非洲裔美国人长期受到种族主义
者的蓄意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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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向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派遣军队，给这些
国家和人民带来混乱和动荡。“这是赤裸裸的
双重标准，也是对他国人权的侵犯。”

埃及开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努尔汉·谢赫
指出，近年来美国政治和人权状况不断恶化，
给全球带来的风险令国际社会担忧，而一些
西方国家和媒体出于偏见和傲慢，只拿这些
问题打压和干预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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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记者：
朱瑞卿；参与记者：张远、于佳欣、梁希之、陆
睿、杨臻、胡雪、陈威华、赵焱、林昊、岳东兴、
白旭、梁辉、吴丹妮、张玉亮、郑一晗、郑昕、袁
梦晨、李奥、毛鹏飞）新华社北京 6 月 8 日电

据新华社旧金山 6
月 7 日电因弗洛伊德事
件引发的抗议活动 7 日
仍在美国多地举行，参与
民众呼吁改变种族歧视
现状。随着示威游行趋
于平和，国民警卫队将从
全美多个城市撤离。

数千名民众在纽约
曼哈顿参加和平抗议活
动，高喊“黑人的命也是
命”和“乔治·弗洛伊德”
的名字。在曼哈顿中城
示威现场，警察移除了
通往特朗普国际酒店和
特朗普大厦的路障，民
众来到这两栋建筑前，
高呼“没有正义、没有和
平”。

随着示威活动气氛
趋于平稳，纽约市当天宣
布解除宵禁。考虑到新
冠疫情仍在持续，纽约州
州长科莫 7日说，纽约州
将开设 15个专门针对抗
议示威者的新冠病毒检
测点。纽约市政府官员呼吁示威者接受检测。

芝加哥地区 7 日的抗议示威活动在平静
中进行，参加者呼吁改革警察和司法体制，增
加对非洲裔美国人商业发展的投资。芝加哥
警方说，本周末没有与抗议活动有关的逮捕。

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上万名民众 7日
下午在好莱坞举行大规模游行集会，反对系统
性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在旧金山湾区，
民众也通过“家庭友谊游行”“团结骑行”“冲浪
声援”等不同形式的游行活动，呼吁受到种族歧
视和社会不公对待的少数族裔群体和个人团结
起来，争取合法权益，并要求改革警察系统。

在华盛顿州西雅图，7日举行了数起规模上
千人的游行集会。一名男子驾车驶入游行集会现
场并开枪打伤一名示威者，警方随后将其逮捕。

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众多市民来到新命
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广场”街牌下拍照留
念、歌唱和祷告。

美国总统特朗普 7 日在推特上表示，他
已下令国民警卫队从华盛顿特区撤出。加州
政府官员当天表示，国民警卫队将从加州各
城市撤出。《洛杉矶时报》当天援引消息人士
说，国民警卫队正逐步撤离洛杉矶地区。（参
与记者：吴晓凌、黄恒、徐静、长远、邓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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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贸组织“新掌门”遴选：难度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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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8
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记
者报道：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 7 日发布《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
动》白皮书，国际社会对
此高度关注。多国专家
表示，白皮书便于世界
各国借鉴中国抗疫经
验，具有“世界性的科学
价值”，团结合作是国际
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
武器。

与世界共享中

国经验

白皮书记录了新冠
病毒在中国蔓延的情
况、中国抗击病毒过程
中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
的成效。专家们充分肯
定中国的抗疫行动，认
为中国经验给全球抗疫
带来希望。

韩国成均馆大学成
均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
玉认为，疫情暴发后，中
国政府有效的社会治理
和有力的防疫措施使中
国得以迅速遏制新冠疫
情。中国采取“一省包
一市”的对口支援方式，
给予湖北省大量的医疗
支援和帮助，构建了强
有力的防疫互助网。此
外，及时启用方舱医院
等高效的临时医疗设
施，让大规模、迅速治疗
轻症患者成为可能，这
对阻断传染病早期传播
起到了重要作用。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
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说，
中国调动社会各部门的
资源来拯救生命，在抗
疫过程中始终坚持科学
态度，并使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协
助抗疫。林斯对中国各
地的医护人员到武汉支
援印象深刻，认为只有
全社会共同行动才能有

效防控疫情。
厄瓜多尔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病毒

中心主任阿尔弗雷多·布鲁诺认为，中国的抗疫努力“非
常积极”。他说，疫情暴发伊始，中国很快对病毒基因组
进行测序并将结果上传至国际基因组数据库，正是中方
分享了这一关键信息，世界各国才能据此建立筛查诊断
工具。

布鲁诺认为，中国发布的白皮书具有“世界性的科学
价值”。世界各国通过白皮书可以了解中国如何应对疫
情、可以借鉴的诊断方法和灵活科学的治疗方案，这些都
弥足珍贵。中国共享科学信息和抗疫经验对世界战胜新
冠疫情“帮助巨大”，为全球抗疫努力带来希望。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教授、人类营养
中心主任李兆萍说，中国抗疫工作开展较早，在新冠病毒的
病毒学研究和临床诊治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科学家
迅速在国际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国医生也积极热情、毫
无保留地在各种场合介绍他们的临床经验。

同各国携手共同抗疫

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肩负
大国担当，同其他国家并肩作战、共克时艰。专家们对此予
以高度评价。

罗尼·林斯说，中国在控制自身疫情的同时，还向国际社会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积极生产抗疫物资支援其他国家。世界很
多国家，特别是拉美地区的疫情还很严重，因此这场疫情也让
我们看到全球应该建立起一个更加有效的公共卫生体系。

李兆萍说，白皮书强调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指出中国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同
抗疫，这对于凝聚全球力量抗击疫情至关重要。病毒无国
界。新冠病毒传染性强，致死率也较高，面对这种全新的病
原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尤为重要。

她表示，新冠病毒很可能会长期存在。新冠药物和疫
苗的研发和普及，需要各国政府、民间和科研团体之间的通
力合作。

布鲁诺说，中国不但向全球分享抗疫经验，还向许多国
家提供了大量抗疫物资，在全球抗疫行动中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面对疫情，世界各国的团结至关重要。他呼吁
各国响应中国的倡议，加强团结和协助，“这是人类战胜这
一疾病的唯一途径”。

（参与记者：陆睿、赵焱、陈威华、郝云甫、谭晶晶）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7 日电(记者许缘、
高攀）美国多地近日因弗洛伊德事件引发抗议
活动，虽然其直接原因是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
歧视问题，但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也折射出
美国财富分配不均、空前失业潮等严重经济社
会问题，并对美国经济重启造成威胁。

基尼系数是经济学家最常用的衡量收入
分配公平程度的方法。2018 年美国基尼系数
攀升至 0 . 485，贫富差距创 50 年来新高。美
国最富有的 10% 家庭占美国全部家庭净资产
的近 75%，而这其中以白人为主要构成。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斯科特·
戈特利布表示，新冠疫情正以不成比例的速度
严重威胁有色人种。有色人种社区感染率较高
的原因是经济水平低下，居民极大依赖公共交
通，很难保持社交距离且医疗服务普及率低。

分析人士认为，弗洛伊德事件像一根导火
索，让很多在新冠疫情中深受伤害的非洲裔美
国人的不满情绪集中爆发，其症结在于包括工

作、教育、医疗机会在内的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
差距过大、少量人掌握大量财富等经济问题。

自疫情在美暴发以来，多数企业仍处于
关停状态，而且由疫情带来的供应和生产中
断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恢复。在这一背景下，
美国经济大幅下滑，数以千万计美国人失业，
形成空前失业潮。

失业率高企的背后，是每一个美国人和
每一个美国家庭。由于被迫居家，大量美国
人停职停薪，导致基本生活出现困难。尤其
是对社会底层的人来说，失业意味着失去必
要的生活来源。长达数月的疫情积聚了大量
的困难和“负能量”，很多美国人借弗洛伊德
事件宣泄不满情绪。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
就业差距正在拉大，令本已生存艰难的黑人群
体不满情绪更加高涨。数据显示，今年 4 月
份，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失业率分别为 16 . 7%
和 14 .2%，5月份则为 16 .8%和 12 .4%。

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而
抗议示威活动使经济复苏更加艰难。一方
面，示威人群聚集加大疫情防控难度，可能
导致疫情加速蔓延和再次传播。另一方面，
本已复工复产的部分城市因抗议活动而开
始宵禁，对服务业等形成二次打击。

从行业来说，抗议活动对餐饮业和娱乐
业等服务行业景气度构成直接影响。大量
商店、餐馆遭破坏，躲过了疫情冲击的中小
企业又遭遇暴力行为，严重挫伤企业和消费
者信心。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认为，美国经济
复苏进程将取决于人们能否确信外出安全。
而疫情叠加暴力冲突加大了户外活动的危
险性，导致经济复苏前景更具不确定性。

眼下，随着抗议示威活动持续，美国经
济前景、疫情形势和政治的不确定性都在上
升。美国国民证券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阿
特·霍根指出，抗议活动继续席卷全美，数十
天来未收到任何有利消息。

抗议活动折射美国经济社会问题

英国民众：抗议种族歧视

中国共享科学信

息和抗疫经验对

世界战胜新冠疫情“帮

助巨大”，为全球抗疫努

力带来希望

呼吁各国响应中国

的倡议，加强团结和协

助，“这是人类战胜这一

疾病的唯一途径”

▲ 6 月 7 日，在位于英国伦敦的美国大使馆门前，一只小狗身上挂着
标语“警告：种族主义者要挨咬”。当日，英国伦敦举行大型示威活动，抗
议在美国发生的针对非洲裔群体的种族歧视行为。新华社记者韩岩摄

世行预计今年全球

经济将下滑 5 . 2%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8 日电（记者许缘、高攀）世界银

行 8 日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说，受新冠疫
情冲击，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将下滑 5 . 2%，这将是二战
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报告认为，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及其防控措施带来的经
济“停摆”，全球经济将在 2020 年陷入严重收缩，预计人均收
入降低 3 .6%。今年将是 1870年以来人均产出出现下降的经
济体数量最多的一年。其中，严重依赖全球贸易、旅游、大宗
商品出口和外部融资的经济体受疫情冲击最大。此外，新兴
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脆弱性也将被外来冲击放大。报告预
计，由于内需、供应、贸易和金融严重中断，2020 年发达经济
体经济将收缩 7%。不过，中国经济有望实现 1% 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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