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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晓渝 汤沛沛

2025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迎来生效实施三周年。海外人

士认为，RCEP有效激发地区合作活力，充分印

证开放发展和自由贸易有利于经济增长、促进

市场繁荣。亚太地区和全球伙伴应进一步携手

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提高贸易便利化

水平，通过实现区域内自由贸易繁荣，共同打造

开放型世界经济。

助力增长 促进繁荣

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和澳大利亚、

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共同签署RCEP，并推

动协定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在地缘冲

突加剧、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RCEP有

效激活地区合作活力，初步形成共享红利、共促

发展的区域合作新局面。

据海关总署统计，2022年，中国对 RCEP

其他14个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7.5%。2023

年，中国对 RCEP 其他成员国合计进出口较

2021年增长 5.3%。2024年前 10个月，中国对

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4.3%。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萨辛管理学院副教授

猜蓬·蓬帕尼表示，东盟国家和中国产业互补，

RCEP的实施为区域内的企业带来巨大市场

机遇。

猜蓬以泰国为例说，随着榴莲、芒果等热带

水果更便捷地进入中国市场，泰国果农持续受

益，而中国电动汽车企业积极布局泰国市场，带

来先进技术，促进当地就业，助力泰国形成更完

整的电动车产业链。猜蓬认为，RCEP的实施

使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协作更加紧密。

2024年5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东盟贸易投资较

快增长成为共建RCEP区域大市场一大亮点。

2022年的数据显示，RCEP区域内贸易总额均

明显增长，老挝、印度尼西亚、文莱、马来西亚等

四个东盟国家的贸易增幅位列前四。

澳大利亚前贸易和投资部长安德鲁·罗布

表示，与过去数十年相比，西方正在走向保护主

义，而东盟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正大幅增

长。历史经验表明，开放将带来更多收益。

贸易保护 贻害全球

海外人士普遍认为，保护主义和关税壁垒

等会降低经济效率，割裂全球贸易体系，给世界

经济乃至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汉斯·亨德

里施克说，部分国家频频挑起经贸摩擦将对世

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政

治与国际关系高级讲师雷米·戴维森也认为，一

些国家设置关税壁垒，看似能让工业产能部分

回流，但实际上会增加该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成

本，推高通胀，最终可能拖累世界经济增长。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

究所所长卢耀群说，任何国家想利用关税等贸

易措施来对抗另一个国家，从长远来看，对其自

身的伤害要比对其他国家更大，对本国经济和

民众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更加深远。

卢耀群以美国为例表示，对外国产品加征

关税的最终受害者是美国民众。不管是信息服

务还是电动汽车，关税增加的进口成本最终都

会转化为更高的价格。同时，额外加征关税还

将破坏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在2024年公开发表的

建言书中指出，全球经济一体化将使世界受益，

而分散化和碎片化会令国际分工和技术转移陷

入停滞，全球GDP或将因此损失约2.5%至7%。

共享红利 共促发展

2015年6月，罗布代表澳大利亚政府与中

方正式签署两国自由贸易协定。近10年时间，

这一协定为两国间贸易额带来大幅增长，而随

着双方贸易多样化，双边贸易额还展现出更多

增长潜力。“签署这一自由贸易协定是我的荣

幸。”罗布说。

中澳两国自贸协定是开放发展推动国家间

互惠合作的缩影。作为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经

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协定，RCEP

将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更多动力。

日本无限合同会社首席经济师田代秀敏

认为，为维护全球贸易秩序，构建开放包容的

世界经济，亚太经济体应共同努力，通过实现

区域内自由贸易的繁荣，向全世界展示开放发

展的成功。

展望未来，一系列研究表明，RCEP政策红

利释放在推动贸易投资发展、提升企业享惠水

平、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仍有巨大潜力。亚洲

开发银行研究表明，到2030年，RCEP将为该区

域带来2450亿美元的经济增长并创造280万个

就业岗位。

海外人士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

受到阻碍和挑战、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的背景

下，RCEP的签署与实施不仅为成员国带来巨

大经济效益，也提振了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的

信心。坚定支持开放和自由贸易，将助力各国

经济在商品和服务畅通无阻的流动中进步，相

关经济体才能共享比较优势带来的好处。

（新华社悉尼1月1日电）

激发地区活力 共享增长红利
——RCEP生效三年间展现开放合作机遇与福祉

毕振山

当地时间2025年1月1日，波兰正式接替

匈牙利，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波

兰政府此前多次表示，该国担任主席国期间的

主要目标是“安全”。有分析人士指出，波兰或

将推动欧盟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持更强硬立场，

但欧盟内部分歧短期内恐难以消弭。

欧洲理事会此前发布公告称，波兰将于

2025年1月至6月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波兰

方面称，其担任主席国期间的主要目标将围绕

“安全”这一主题，具体包括国防、边境与移民、

外国干涉与虚假信息、商业、能源转型、农业及

粮食供应、医疗卫生等七大优先事项。

波兰总理图斯克在2024年12月曾表示，波

兰的轮值主席国任期将充满挑战，欧盟可能面

临关系到战争或和平的突破性事件。图斯克表

示，波兰关注的安全不仅包括军事领域的安全，

还包括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和食品安全等。

在波兰颇为关注的俄乌冲突问题上，图斯

克表示将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同

时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另外，图斯克还称俄

罗斯与乌克兰可能于今年冬天开启和谈，届时

波兰将发挥积极作用。

不少媒体分析指出，波兰的相关表态表明，

其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立场将与上一任

轮值主席国匈牙利大有不同。

匈牙利于2024年7月至12月担任欧盟轮

值主席国。由于匈牙利与欧盟一些成员国在不

少关键议题上存在矛盾，匈牙利与欧盟领导层

曾多次争吵。尤其是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匈牙

利反对欧盟大规模援助乌克兰，主张俄乌谈判。

与匈牙利不同，波兰主张大力援助乌克兰，

对俄罗斯施加制裁。此外，波兰与美国关系密

切，也是北约成员国，近几年积极响应北约要求

增加军费开支。

有分析人士认为，图斯克曾担任欧盟领导

人，其政府倾向于与欧盟领导层保持一致。与

此同时，基于波兰和俄罗斯的历史关系，波兰在

安全问题上颇为依赖美国和北约。美国国务院

不久前宣布，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贷款，

以加速波兰军事现代化并增强北约东翼防御能

力。最近几年美国不仅向波兰提供了大量武器

装备，还在波兰北部的伦济科沃基地部署了陆

基“宙斯盾”反导系统。

在此情况下，波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后，

或许将推动欧盟和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

支持，同时也会力争将北约和美国的更多资源

吸引到波兰。此外，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曾表

示上任后将对欧洲产品加征关税，波兰希望其

能在美国和欧盟之间就此问题展开协调。

欧洲国家也期待波兰能在担任轮值主席国

期间有所作为。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以及欧盟部分高官近期都曾与图斯克

会面。然而在分析人士看来，欧盟当前面临复

杂的内外挑战，而轮值主席国的主要工作只是

设定议题或推动议程，对欧盟成员国并无领导

力，这意味着波兰要想在半年内有大的“政绩”

恐怕并不容易。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欧盟各成员国的立场

并不一致，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都反对欧盟对

俄实施能源制裁，波兰很难强制这些国家改变

立场。德国将要举行议会选举，届时新政府将

采取何种政策不得而知。特朗普也曾表示会推

动俄乌结束冲突。这些都给波兰面临的局势增

添了变数。

波兰与欧盟领导层也不总是保持一致。对

于欧盟通过的新移民协议，图斯克曾明确表示

波兰不会在该协议下接收任何移民。波兰还反

对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达成的自贸协议，波兰

农民曾多次抗议这一协议。移民和农业均包含

在波兰列出的七大优先事项之中，在这些问题

上波兰或继续与欧盟唱反调。

另外，波兰的国内局势其实也面临不确定

性。波兰将在今年5月举行总统选举，新总统

是来自图斯克的政党还是来自反对党，将影响

到图斯克的施政能否顺利。

有欧洲媒体报道称，欧盟有官员担心波兰将

其国家利益凌驾于欧盟利益之上。在欧洲经济

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如何摆脱经济衰退、增强竞

争力或许将成为欧盟各国关注的重点，波兰想要

将欧盟注意力吸引到东方的做法可能会在欧盟

内部遭遇不小阻力。

“主席国”波兰将有何作为“主席国”波兰将有何作为

本报记者 莫荞菲

近日，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发布报告显

示，根据 2024年 1月对在全美庇护所、临时住

房和无庇护环境中的无家可归人员进行的统

计，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达到77.18万，与2023

年同期的 65.3万人相比，增幅超过 18%，这是

自2007年开始此项统计以来的最大增幅。

据美国媒体报道，有专家分析认为，该统

计数字遗漏了因无住处而暂时与朋友或家人

住在一起的人。因此，无家可归者的实际数

量可能比官方统计要高出很多。

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的大幅增加，反映

出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当前，美国社会面临着严峻的住房危

机。经济适用房短缺导致无家可归现象愈

发严重。相关研究人员估算，美国房屋供应

量相较于民众需求有大约 380 万套的缺口，

这一现象几乎普遍存在于美国各个地区和

社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

研究员龚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拜登政

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幅推升了美国国内的

通胀，住房成本高涨使得许多低收入家庭无

力支付住房费用。

根据全球经济数据平台 Trading Eco-

nomics于 2024年 12月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

住房通胀率尽管在当年 11 月之后从 4.9%降

至 4.7%，但其水平依然居高不下，住房成本

在美国整体通胀涨幅中的占比高达 32%。

此外，由于美联储自 2022年夏季以来激

进加息，美国抵押贷款利率一直处于数十年

来的高位。美国银率网（Bankrate）的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美国 30年期

固 定 抵 押 贷 款 平 均 利 率 上 涨 至 7.04%，自

2024 年 7 月以来再次突破 7%的关口，意味着

美国民众的购房压力显著增加。

“虽然在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有关于

住房的补贴，但排队时间比较长，在受到前几

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时，

中低收入群体就很容易沦为流离失所者。”龚

婷说，“而且美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

没有办法为所有人覆盖医疗保险费用。人们

一旦生病或者遭遇意外而面临大额医疗费用

支出时，他们的住房支出就会被挤占，使得流

离失所的可能性增加，这种现象在有色族裔

中更为明显”。

在龚婷看来，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大增

反映出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进一步扩大，

也折射出美国社会保障系统不平等的扩大。

同时，2024 年美国自然灾害频发也使得

这一问题更加突出。龙卷风、飓风和山火等

极端天气事件使许多美国民众丧失住所，日

常生活受到巨大影响。

据统计，2024年美国共计出现 1768个龙

卷风，其中有 81 个龙卷风达到 EF2 级（中等

强度）及以上强度。例如，堪萨斯州等地受到

强烈龙卷风的侵袭，不少房屋被彻底摧毁。

2024 年大西洋飓风季创纪录形成了 18 个命

名风暴，其中有 11 个为飓风，5 个为 3 级至 5

级的强飓风。在美国境内登陆的飓风“海伦

妮”和“米尔顿”均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

有专家认为，这些自然灾害不仅直接破

坏住房、基础设施，还通过经济压力、就业机

会减少和社会救助不及时等间接方式加剧了

无家可归问题。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官员还指出，美国

非法移民增多进一步加重了无家可归的情

况。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数据显示，拜登执政

期间约有 1000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创下新

纪录。其他数据显示，美国目前非法移民数量

估计在 1100 万人至 1500 万人之间。由于语

言、文化、就业等多方面的挑战，非法移民往往

难以迅速融入社会并获得稳定的住房，他们中

的一部分人因此极易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

1 月 20 日，特朗普政府即将上任。不少

经济学家担忧，特朗普多次宣称对进口商品

征收高额关税及限制移民等措施，可能带来

通胀风险。此类经济压力很可能会波及低收

入群体，使他们原本就拮据的财务状况雪上

加霜，更加难以承受包括住房在内的日常生

活开销。

龚婷表示，在经济政策层面，特朗普强调

推行减税措施或将引发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

入的缩减，进而加剧社会保障资金调配的紧

张态势。从这一维度审视，美国无家可归者

问题恐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无家可归人数超 77万，迎有记录以来最大增幅——

美国无家可归者问题背后的社会危机

新华社记者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近日表示，希腊政府正在推进一系

列措施，以规范 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

行为。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着手给未成年人的网络活

动设置门槛，旨在预防网络沉迷和网络欺凌等。

未成年人恰当使用互联网能够拓展认知边界、提升社交

能力，然而这一群体在网络世界面临更多虚拟诱惑和未知风

险，一旦过度依赖则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引导未成年人用好

网络这把“双刃剑”已成为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重要议题。

严控社交媒体门槛

多项研究发现，不当使用社交媒体会对未成年人心理、认

知、情绪和行为等产生负面影响。多个国家已颁布相关法律

法规严控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使用。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院 2024 年 11 月通过《2024 网络

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禁止 16 岁以下未成年人

使用脸书、X、照片墙等网络社交媒体平台。澳总理阿尔巴尼

斯表示，该法将为澳未成年人在成长重要阶段提供更好保护。

美国多个州着手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

2024 年 3 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签署了一项州议会通过的

法案，规定该州不满 14 岁居民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号；14 岁

以上未满 16 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需要获得家长

同意。该法案定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美联社说，一旦

付诸实施，这将是美国迄今最严厉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

媒体的法律之一。

限制移动设备使用权限

为有效管理未成年人网络活动，一些国家推出多项举

措。希腊政府将推出家长控制平台，帮助家长激活移动设备

中预装的家长控制功能，限制未成年人网络在线时间，并使用

过滤器屏蔽不良的网页和应用程序。希腊政府还将在 2025
年春季推出一个新平台，进一步强化家长控制功能，以监测未

成年人在线互动。

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从 2024年 9月新学年开始，希腊政

府已要求在全国中小学课堂内全面禁用手机。

2024 年 9 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法律，要求州

内各公立中小学限制或禁止在校园内使用智能手机，理由是

担心过度使用手机可能危害学生精神健康、影响学习。这项

法律要求州内各地教育委员会或其他管理公立学校的机构

在 2026 年 7 月 1 日前出台相关方针，每五年对政策作评估与

修订。

除加州外，2024 年以来美国还有其他 13 个州政府下令

禁止或限制校内使用手机，或是建议地方教育部门出台相关

政策。

不光是发布手机“禁令”，一些国家把多种能连接网络的

电子产品列入管控，从“源头”上限制未成年人接触社交媒

体。荷兰各地小学课堂自 2024 年 9 月 2 日起禁用手机、智能

手表和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早在同年初，荷兰中学课堂就

实施了这一规定。

法国政府将于 2025 年 1 月 1 日推出新版“儿童健康手

册”，新增了儿童对于电子产品的“屏幕防范”内容，重点防患

儿童过早、过多地接触电子产品，建议 3岁以下婴幼儿应完全

避免接触屏幕。

监管多项网络活动

2024年 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报告称，尽管数字技

术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强化学习效果，但也带来了侵犯隐私、

分散学习注意力、网络霸凌等风险。报告呼吁加大包括媒体

和信息素养等方面的教育投资，同时加强对数字平台的科学

监管。

欧盟委员会 2024 年 5 月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案》

在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启动对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

书”和“照片墙”的母公司“元”公司的调查程序。欧委会说，

“脸书”和“照片墙”的算法、界面设计等存在风险，系统可能会

利用未成年人自控力差的弱点和缺乏经验等特点，导致未成

年人成瘾，引发或强化“兔子洞效应”。在网络环境下，“兔子

洞效应”通常用来比喻用户被平台内容和算法吸引，无法轻易

离开，逐渐脱离现实生活。

（据新华社北京电）

净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 多国在行动

据新华社日内瓦电 （记者王娅楠）世界

气象组织近日发布新闻公报说，2024 年气

候变化的影响席卷全球，对自然环境以及

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产生了连锁效应。该

组织敦促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气

候变化。

世界气象组织说，2024 年将成为有记录

以来最热的一年，而包括 2024年在内的过去

1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10年。目前，大气

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仍在继续上升，可能使全

球变暖加剧。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丝特·绍洛在

公报中说，“2024 年，我们在许多国家目睹了

破纪录的降雨、洪水等事件以及可怕的生命

损失”，气候变化的影响波及各大洲。绍洛表

示，“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安全的地球，必须

现在就行动起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共同的

责任、全球的责任。”

世界气象组织说，2025 年，该组织将继

续协调全球对气候状况的观测和监测工作，

支持国际社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

世界气象组织敦促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

202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 当地时间1月1日，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上演奏。当
日，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2025年新年音乐会。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 1 月 1 日凌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市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已造成至少 10人死亡。图为应
急人员在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的美国新奥尔良市波旁街
调查。 新华社/美联

美国汽车冲撞人群事件致至少10人死亡

新年到来之际，意大利罗马多处知名建筑、景点持续数月
的修缮翻新工程结束，陆续对游客开放。图为近日，人们在意
大利罗马参观翻新后的万神殿喷泉。 新华社记者 李京 摄

罗马修缮一新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