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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看点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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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亚马孙雨林遭砍伐面积激增
新华社电 巴西国家空间研

究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
８月至１０月， 巴西亚马孙雨林遭
砍伐面积达１６７４平方公里， 与去
年同期相比激增４８.８％。

据巴西媒体日前报道， 亚马
孙雨林卫星监控项目协调员克劳
迪奥·阿尔梅达说， 需要谨慎看
待这些数据， 因为云层遮蔽及其
他变量有可能降低监控数据的精
确度。 不过， 他仍然认为４８．８％
的这一数字令人担忧。

据报道，遭砍伐最严重的是阿
克里州和亚马孙州接壤地区的亚
马孙雨林。当地居民非法伐木，主
要目的是为畜牧用地清理土地。

亚马孙雨林位于南美洲亚马
孙盆地，雨林面积达５５０万平方公
里，其中６０％位于巴西境内。亚马
孙雨林对全球生态及气候平衡都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如今
这里正遭受着乱砍滥伐、 人类活
动污染、 过度农业开垦和工程建
设等诸多问题的严峻考验。

“脱欧”协议内容获英国内阁支持
新华社电 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１４日说 ， 英国与欧盟达成的
“脱欧” 协议内容已经得到英国
内阁成员支持， 这是 “脱欧” 进
程中的关键一步。

特雷莎·梅是在长达５个小时
的内阁会议结束后发表上述讲话
的。 她说， 虽然 “脱欧” 进程中
还会有困难与挑战， 但她坚信内
阁的这一决定 “最符合英国整体
利益”。

特 雷 莎·梅 表 示 ， 内 阁 在
“激烈讨论” 后认为， 这份协议
是英国能与欧盟达成的最好协
议。 她将于１５日在议会下院就相

关问题作出详细解释。
英国与欧盟１３日就 “脱欧 ”

协议内容达成一致。 舆论认为，
这是英国与欧盟 “脱欧” 谈判一
年多来取得的重大突破。

尽管英国与欧盟就 “脱欧”
协议内容达成一致， 但该协议在
签署前仍需英国议会和欧盟各成
员国分别批准。 此前， 英国部分
议员曾威胁将阻挠该协议在议会
通过。

根据英国与欧盟的协议，英
国将在明年３月２９日正式退出欧盟。
图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走出唐宁
街10号首相府， 准备发表讲话。

美国将对26个古巴实体实施制裁
新华社电 美国国务院 １４日

宣 布 将 对 ２６个 古 巴 实 体 实 施
制 裁 ， 制 裁 将 于 当 地 时 间 １５
日起生效。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公告称 ，
受制裁的２６个实体都与古巴军事
和情报部门有关， 其中１６个为宾
馆， 美方认为这些宾馆均为古巴
军方所有。

公告说， 美国公民和企业将
禁止与受制裁实体进行直接金融
交易。 此外， 美方将定期更新受
制裁古巴实体的名单。

对于美国实施的制裁， 古巴
曾多次表态强烈反对。 古巴外交

部美国事务处主任费尔南德斯·
德·科西奥于本月初表示， 古巴
将继续维护自己选择政治制度的
权利， 美国制裁措施无法阻止古
巴建设一个繁荣、 民主的社会。

１９５９年古巴革命后， 美国政
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 。 １９６１
年， 美古断绝外交关系。 次年，
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签署法令，
对古巴实施经济、 金融封锁和贸
易禁运。 ２０１５年７月， 两国正式
恢复外交关系， 但美国没有全面
解除对古巴的封锁。 特朗普２０１７
年１月就任美国总统后， 美国政
府收紧对古政策。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ＡＰＥＣ）
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定
于１７日至１８日在南太平洋岛国巴
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举
行， 会议主题为 “把握包容性机
遇， 拥抱数字化未来”。

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会议在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逆全球化
思潮等抬头的背景下召开， 意义
特殊。 如何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
一体化、 如何使不发达地区人民
受益于数字经济、 如何通过结构
性改革促进包容性增长等主要议
程值得关注。

看点一：
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

建设亚太自贸区的愿景在
２００６年ＡＰＥＣ河内会议上提出 ，
２０１４年ＡＰＥＣ北京会议就 《亚太
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
京路线图 》 达成共识 。 ２０１６年
ＡＰＥＣ利马会议批准了 《亚太自
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 和相关
政策建议， 标志着ＡＰＥＣ北京会
议启动的亚太自贸区进程迈出重
要一步。

ＡＰＥＣ经济委员会主席罗伯
特·洛吉表示， 希望亚太各经济
体尽快突破瓶颈， 推动亚太自贸
区建设， 使ＡＰＥＣ成为高质量的
多边区域贸易体系。

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以及未来
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是目前亚太
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障碍。

“贸易保护主义将破坏亚太

多边贸易体系、 竞争力和发展前
景。 这些事情息息相关， 因为在
全球价值链中， 商业活动要依靠
进口和出口才能完成。 贸易保护
是杀鸡取卵。” 洛吉说。

ＡＰＥＣ秘书处执行主任艾伦·
博拉尔德认为， 过去一年的经贸
摩擦使人们对地区经 济 融 合 有
了更深的思考和认识 ， 希望各
方在此次ＡＰＥＣ会议上充分讨论
如何建立多边贸易体系和亚太自
贸区。

看点二：
共享数字经济红利

对于此次会议将 “拥抱数字
化未来” 列入主题， 洛吉说， 这
是ＡＰＥＣ会议主办方首次将数字
经济置于 “重中之重”。

当前， ＡＰＥＣ成员面临收入
差距和数字鸿沟扩大等诸多挑
战， 需要共同努力解决。 以改革
创新推动增长， 充分利用数字经
济提供的新动能， 已逐渐成为本
地区各经济体的共识。

ＡＰＥＣ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小
微企业工作组主席斯坦·乔伊斯
认为， 数字创新和电子平台发展
对ＡＰＥＣ经济体来说意味着新机
遇， 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
数字经济的关键。

“在许多ＡＰＥＣ经济体中， 数
字基础设施只集中在城市。 我们
需要将这种服务延伸到各经济体
的每个人。”

相关研究报告显示， 在电子

商务和数字化浪潮中， 数字技术
将使亚太地区广大中小微企业有
更多机会获得资金和市场， 有望
为本地区创造超过５０００万个工作
岗位。

巴新ＡＰＥＣ会议高官会主席
伊万·波马卢表示， 此次会议上，
各方将在信息化技术驱动本地区
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 聚
焦帮助亚太地区企业与劳动者在
信息革命中茁壮成长。

看点三：
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

此次会议议程还包括促进包
容性和可持续增长， 而解决这一
核心议题的关键是在ＡＰＥＣ框架
内进行结构性改革。

洛吉认为， 结构性改革意味
着提高竞争力、 使商业活动更容
易进行、 市场更有效运行， 并确
保人们能获得所需的服务。

“结构性改革能为贸易和投
资 、 包括数字贸易增长提供支
持 ， 并 使 每 个 人 从 数 字 经 济
中受益。”

ＡＰＥＣ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
指出， 结构性改革至少包括三个
方面： 发展更为开放、 透明和有
竞争力的市场， 改善商业行为，
消除各种商业壁垒； 加深社会各
阶层的参与度， 使最广泛的人群
享受基本商业服务和基础设施，
充分参与市场竞争， 享受数字时
代的便利； 制定更完善、 可持续
的社会政策。 据新华社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公开表
示， 应建立一支 “真正的欧洲军
队” 来保护欧洲。 话音刚落， 便
引起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 特朗
普１３日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发文抨
击马克龙这一表态。

马克龙设想的 “欧洲军” 是
在北约框架之外进行建设的， 是
探索欧洲防务独立的一条新路
径， 能走多远值得关注。

设想由来已久
去年９月２６日 ， 马克龙在巴

黎索邦大学发表演讲阐明自己重
塑欧盟的具体主张时， 就推动欧
洲防务独立与合作提出了一个新
设想———“欧洲干预倡议”。

根据马克龙设想， 参与这一
倡议的欧洲国家应在２０２０年左右
建立一支 “共同干预军队” 并设
立共同防务预算。 这就是他日前
所说的 “真正的欧洲军队”。

一年多来 ， “欧洲干预倡
议 ” 步步推进 。 今年６月２５日 ，
法国、 德国、 比利时、 英国、 丹
麦、 荷兰、 爱沙尼亚、 西班牙和
葡萄牙９个欧洲国家在卢森堡签
署 “欧洲干预倡议” 意向书。 １１
月７日， “欧洲干预倡议” 签署
国在巴黎召开该倡议框架下的首
次 部 长 级 工 作 会 议 ， 确 定 了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军事合作主要方
针。 此次会议上， 芬兰也签署了
倡议， 使得倡议签署国达到１０个
国家。

德国此前对建立 “真正的欧
洲军队” 一度态度消极， 最近也
改变了立场。 德国总理默克尔今
年５月曾公开表示， 在可预见的

未来 ， 德国不会参与建设一支
“欧洲军”。 但本月１３日在位于法
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总部发
表演讲时， 默克尔表示， 支持建
立一支真正的欧洲军队。

应对安全困境
马克龙之所以要建设 “欧洲

军”， 与法国及欧盟目前面临的
安全困境密不可分。

首先，美国推行“美国优先”
政策，处处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
从退出伊朗核协议到威胁退出
《中导条约》，“美国不再可靠”已
成为欧洲多国的普遍感受。

第二， 在北约框架内的欧盟
防务合作步伐虽然表面上有所加
快， 但在欧盟一体化整体停滞背
景下， 实则不免流于纸面。 多位
欧洲防务专家指出， 欧盟各国之
间的防务重点区别较大， 如法国
支持在马里等非洲国家建立欧盟
的军事存在， 意大利将地中海地
区视为地缘战略重点， 而波兰的
首要任务则是应对俄罗斯。 这意
味着， 在北约框架内的欧盟防务
合作很难完全应对现实的挑战。
在法国看来， 既然如此， 不如另
起炉灶， 开展规模更小但更加有
效的军事合作。

再者， 近年来欧洲多次遭受
恐怖袭击， 难民潮、 自然灾害、
网络攻击等问题也给欧洲安全带
来严峻考验， 这些因素都为欧洲
国家建设新的防御型军事力量提
供了动力。

面临多重考验
马克龙 “欧洲军” 的设想目

前至少面临三重考验。
第一是美国的压制。 数十年

来， 主导北约的美国牢牢将欧洲
的安全掌握在手中， 其心态是欧
洲防务应 “为我所用”， 绝不可
“舍我而去”。 尽管法国国防 部
一再强调 ， “欧洲干预倡议 ”
是对北约的补充 ， 并在公开资
料中淡化建设军队的目标， 突出
这一倡议是为了 “发展共同的战
略文化 ” ， 但脱离北约框架的
“欧洲军” 已经引起美国的警惕
和反弹。

第二是内部协调不易。 虽然
已经有１０个欧洲国家签署了关于
加强政治和军事层面合作的 “欧
洲干预倡议”， 但建立 “欧洲军”
的设想目前还处于协商和讨论
阶 段 ， 相 关 国 家 对 该 问 题 分
歧较大 ， 弥合分歧需要一个漫
长过程。

第三是存在众多技术性问
题。 欧洲议会议员、 法国军事专
家阿诺·当让以军队的指挥模式
举例说， 假如有一支欧洲军队，
那么对这支军队的使用究竟是采
取德国模式还是采取法国模式？
在德国， 只有获得联邦议会批准
才能派遣军队， 法国 则 是 由 总
统 决 定 。 这 两 种 模 式 截 然 不
同 ， 妥 协 的 结 果 可 能 会 导 致
“欧洲军 ” 最终面临重重限制 ，
成为无法投入战斗只能用于维和
的军事力量。

总之 ， 建立马克龙设想的
“欧洲军 ” 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
其过程必然引发复杂的国际博
弈， 最终结果有待时间揭晓。

据新华社

马克龙的“欧洲军”设想能走多远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研究人
员最新发现，在海水逐渐变酸时，
成年南极磷虾能够维持体液的酸
碱平衡， 表现出适应海洋酸化的
能力。

海洋酸化指人类活动排放的
二氧化碳被海水大量吸收， 导致
海水酸性增加的现象。 海洋酸化
已对珊瑚等物种造成不良影响。
南极磷虾是一些海洋哺乳动物和
海鸟的主要食物， 在南极生态系
统中有重要作用， 如果数量减少
可能会导致连锁反应。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
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
《通讯生物学》 上发表报告说 ，
他 们 在 实 验 室 水 箱 中 模 拟 了
未来１００年至３００年间可能出现
的 不 同 海 水 环 境 ， 包 括 严 重
海洋酸化的情况 ， 然后对其中
饲养的南极磷虾进行了观察和
检测。

结果显示， 在海水变酸时，
成年南极磷虾仍能维持体液的酸
碱平衡， 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
继续生长。

研究称南极磷虾对海洋酸化有适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