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国际信用评级机
构标准普尔近日发布报告， 将法
国主权信用评级从 “AA” 下调
至 “AA- ” ， 评级展望为 “稳
定”。

报告说， 下调法国主权信用
评级是因为预计法国政府一般
债 务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
比例将上升 ， 到2027年将达到
112.1%， 高于2023年的109.0%。
目前， 法国政府一般债务占GDP
比例居欧元区第三， 仅次于希腊
和意大利。

报告指出， 2023年法国财政
赤字占GDP的5.5%， 明显高于标
普此前的预测值 。 标普预计 ，
2024年至2026年， 法国预算赤字
平均将占GDP的4.6%， 高于此前
预测的3.9%。 到2027年， 法国预
算赤字仍将达到GDP的3.5%， 高

于法国政府2.9%的目标。
标普预计 ， 法国经济将从

2024年下半年开始回暖， 2024年
至2027年年均增速预计为1.2%，
高于2023年的0.9%。 劳动力市场
将受益于经济改革， 但解决经济
和预算失衡的政策能否持续存在
不确定性。

法国经济、 财政及工业、 数
字主权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对媒
体表示， 为应对多重危机， 法国
政府加大开支， 导致财政状况恶
化， 但此举挽救了经济。 他说，
法国政府的目标仍是 “到2027年
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
下”。

4月底， 另两家国际评级机
构宣布维持法国主权信用评级不
变。 穆迪将其维持在 “Aa2”， 惠
誉将其维持在 “AA-”。

标普下调法国主权信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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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德鲁巴印刷展正在德
国西部城市杜塞尔多夫举行。 在
这一全球领先的印刷技术盛会
上， 中国企业凭借卓越的数字化
解决方案成为关注焦点。

在展会期间举办的 “毕昇印
刷合作论坛·德鲁巴对话 ” 上 ，
杜塞尔多夫展览集团公司亚洲中
心负责人马留斯·贝勒曼 （中文
名马睿博） 告诉新华社记者， 早
在11世纪， 中国发明家毕昇创造
了活字印刷术， 引领了世界印刷
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 “直
到今天 ， 这一创新精神仍在继
续。”

马睿博说， 数字化转型和绿
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全球印
刷业的核心主题， 也是中国企业
蓬勃发展的关键领域。 “中国已
经超越其传统的印刷生产大国的
角色， 成为全球印刷行业的创新
引导者……对我而言， 效率、 创
新和价值是定义中国贡献的三个
方面。 中国企业巧妙地将这些元
素融合在一起。”

海德堡印刷机械股份公司董
事会成员兼全球销售与服务总裁
戴维·施梅丁说： “中国是全球
印刷行业中最具活力的市场， 也
是全球最大 、 增长率最高的市
场。 同时， 中国对数字化的需求
也在快速增长 。 海德堡 印 刷 机
械股份公司在中国制定了一系
列落地战略， 并建立了本地化的
组织架构， 使产品能够适应客户
的各种需求， 服务快速灵活， 希
望与中国客户携手加速数字化转
型。”

中国平湖英厚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昂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 如今， “走出去” 变
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的硬件产
品已经销售到意大利、 美国、 中
东和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
些硬件设备不仅是我们进入当地
市场的切入点， 同时很多客户已
经开始试用这些设备自带的数字
化软件功能， 有利于下一步我们
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出海。”

李昂介绍， 公司已经在中国

多个城市建立了数字化智能工厂
样板。 “借助此次展会， 我们计
划在更多国家推广这些数字工厂
解决方案。”

李昂说： “在当前碳达峰碳
中和的大背景下， 探索新时代印
刷业的数字智能发展道路， 不仅
能够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
量， 也将为文化传承和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中国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
捷对新华社记者说： “数字化不
仅提高了管理水平 、 质量和服
务， 还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融入
全球化。” 他介绍说， 雅昌为国
内外知名文博机构、 美术馆、 画
廊提供优质服务和数字化的工
作， 用数字化赋能艺术印刷， 为
数字时代新的书籍形式提供了综
合解决方案。

德鲁巴印刷展是目前全球印
刷业规模最大、 水平最高的国际
展会。 今年参展商超过1600家 ，
其中中国展商数量达440余家。

据新华社

中国企业为全球印刷行业
贡献更多数字化解决方案

分析人士指出， 北约采取的
阵营对抗举动无法切实回应成员
国的安全关切， 反而加深了与俄
罗斯之间的敌意， 使得欧洲地区
安全局势更加紧张。

克罗地亚军事分析专家热利
科·霍多尼表示， 北约军演旨在
向俄罗斯展示其军事实力， 但并

不能给欧洲带来真正的和平， 而
是有发生意外事件和加剧与俄罗
斯紧张关系的风险。 如果欧洲期
望和平， 各方就必须坐下来为乌
克兰危机找到解决方案。

瑞典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
金会创始人扬·奥贝里今年此前
发表文章说， 北约宣称其行动是

为了“稳定、安全与和平”，但“众
所周知， 欧洲现在比1945年以来
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大规模战争”。

近 日 ， 奥 贝 里 再 次 评 论
道 ： “北约只知道武器、 军备、
战争和军国主义， 它不知道冲突
解决、调解、对话、共同安全……
还有和平。” 据新华社

冷战后北约最大规模军演
将给欧洲带来什么

报告说人工智能将为劳动力市场带来重大变化

北约 “坚定捍卫者2024” 军演于1月24日至5月31日举行。 这是自冷战结
束以来北约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分析人士指出， 这场历时数月的军演将阵
营对抗和潜在军事冲突的风险推至令人担忧的高点， 不但对捍卫欧洲安全无
益， 反而会恶化地区局势， 恐将欧洲推向更危险境地。

根据北约发布的信息， 此次
军演意在 “展示北约在任何条件
下从北欧到中东欧， 历时数月、
跨越数千公里的范围内开展和维
持复杂多域行动的能力”。

约9万名军人参加此次军演，
来自北约32个成员国， 包括今年
3月最新 “入约” 的瑞典， 军种
涵盖陆军、 海军、 空军、 海军陆

战队和特种作战部队。 参演装备
包括航空母舰、 驱逐舰等50多艘
舰船， 80多架战斗机、 直升机 、
无人机等飞行器， 以及坦克、 步
兵战车等1100多部作战车辆。

军演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
聚焦 “大西洋和北极地区安全”；
第二部分侧重北约在欧洲各地调
动军队。 此次军演时间长、 范围

广， 涵盖陆、 空、 海、 网络和太
空等多领域行动。

军演的各阶段包括由不同国
家主办的一系列相关演习。其中，
北约新成员国芬兰和瑞典参加了
北欧部分 、 代号为 “北欧响应
2024”的演习，演习在挪威北部 、
瑞典和芬兰以及相应的空域和海
域举行，地点靠近俄罗斯边境。

分析人士认为， 在俄乌冲突
延宕背景下， 北约如此大规模军
演剑指俄罗斯的目的不言而喻。
2022年， 北约就在其新版战略概
念文件中将俄罗斯重新定义为对
其成员国和平与安全 “最大、 最
直接的威胁”。 此次军演开始前，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
声称北约国家及其民众需要为未
来20年内可能与俄罗斯发生军事

冲突做准备。
作为回应， 俄罗斯加强了其

北部和西部的军事力量。 俄罗斯
副外长格鲁什科表示，北约“坚定
捍卫者2024” 军演的规模标志着
该联盟“不可逆转地回归”冷战计
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
“坚定捍卫者2024”军演表明“北
约正在认真准备与我们发生冲
突”。

5月16日， 北约军事委员会
参谋长级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
塞尔举行。 会议讨论了如何执行
北约2023年维尔纽斯峰会通过的
新防御计划等议题。 该计划把俄
罗斯与恐怖主义列为北约面临的
两大威胁。 北约欧洲盟军总司令
克里斯托弗·卡沃利表示， 北约
正在利用 “坚定捍卫者2024” 军
演等机会对这一计划进行测试。

声势浩大秀肌肉

渲染对俄冲突

恶化地区局势

新华社电 麦肯锡全球研究
院日前发布一份名为 《工作的
新 未 来 ： 在 欧 洲 及 其 他 地 区
部署人工智能和提升技能的竞
争 》 的报告 ， 认为包括德国在
内 的 多 个 国 家 劳 动 力 市 场 将
因人工智能而出现重大变化。

报告说，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快速推广， 劳动力市场将迎来
重大变革 。 预计到2030年 ，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将 帮 助 美 国 和
欧洲近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实
现自动化。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可能使就业市场两极分化。 一方
面， 高技能和高薪岗位难以招募
到合适人才； 另一方面， 低薪行
业可能出现劳动力过剩的情况。
预计在欧洲， 高薪职位的比例将

增加1.8%， 而低薪职位比例将减
少1.4%。

报告预计， 到2030年， 德国
将有约300万个职位受人工智能
影响， 占总就业人数的7%。 在德
国， 办公室行政管理类职位将最
受影响， 此类职位变动占所有受
人工智能影响工作的54%， 客户
服务和销售类职位以17%的比例
位居其后。

报告建议， 人们可通过参加
培训和提升技能来应对人工智能
带来的挑战。 麦肯锡研究人员桑
德拉·杜尔特表示， 管理者应进
一步加大在员工教育和培训方面
的投入， 如果不大力提升劳动者
技能水平， 人工智能就无法发挥
其潜力。

在泰国马汉科理工大学教学
楼顶的卫星天线下， 该校卫星研
究实验室主任苏蓬萨·凯克利使
用手机进行直播， 他所使用的网
络信号来自刚刚测试成功的中国
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

这是近日中国商业航天公司
银河航天与马汉科理工大学在泰
国实现低轨卫星互联网宽带通信
网络试验验证的场景。 作为验证
专家组成员， 苏蓬萨说： “中国
的商业航天公司带来了先进的卫
星互联网技术， 我们通过合作建
立了试验系统， 并开展了多项技
术试验和测试， 这为泰国探索卫
星互联网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也将进一步助力泰国在航天技术
领域的能力建设。”

此次在泰国进行验证的低轨
宽带通信试验星座名为 “小蜘蛛
网”，由8颗低轨通信卫星组成。相
较高轨卫星， 低轨卫星具有带宽
高、时延低等优势。银河航天国际
业务拓展总监黄和平说： “低轨
通信卫星应用场景广泛、 未来发
展可期， 这次验证既带动了双方
在卫星技术应用领域的交流， 也
促进了中泰航天领域合作的深化
发展。” 据黄和平介绍， 银河航
天计划部署更多低轨通信卫星，
在全球推广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
技术。

作为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技
术 “走出去” 的关键一步， 中国
商业航天公司正通过实践探索，
用航天技术助力 “一带一路” 空
间信息走廊建设。

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徐坤告诉新华社记者： “此

次中国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在泰
国试验验证， 既是我国低轨卫星
互联网技术的首次海外应用实
践， 也为数字技术赋能 ‘一带一
路 ’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
机， 具有重要示范作用。”

徐坤说， 从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文化背景与发展 需 求 出 发 ，
运用卫星互联网技术， 可进一
步 提 升 区 域 网 络 建 设 能 力 和
科 技 创新水平 ， 从而更好服务
当地数字教育、 远程医疗、 智慧
农业、 智慧海洋、 应急减灾等应
用场景， 促进产业发展、 惠及群
众生活。

目前泰国湾的货船与邮轮尚
需使用传统高轨卫星提供通信网
络服务， 泰国北部的部分山区也
缺乏网络覆盖， 还有泰国雨季易
发洪涝灾害， 也对网络通信基础
设施提出挑战。

“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在泰
国应用场景非常广阔， 我们也致
力于学习和研究相关技术。” 马
汉科理工大学校长帕纳威·普卡
亚多说， 当未来有一天低轨宽带
卫星互联网在泰国得到普及， 将
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山区居民能拥
有的远程医疗水平， 改善偏远地
区学生们的远程教育水平。

“与中国商业航天公司的科
研合作， 既培训了马汉科理工大
学的教师与学生， 也让我们接触
到了低轨通信卫星的前沿技术，
希望有一天我们泰国的高校和科
研机构也能够研制出和中国一样
高水平的低轨通信卫星。” 帕纳
威说。

据新华社

中国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落地泰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