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命之年的迷茫
每年年初之际开启一场盛大的

讨论，达沃斯论坛多少有几分探路

者的心境。对世界来说，这里是新年
全球形势的重要风向标。但迎来五

十岁生日的达沃斯论坛，今年没有
知天命之年的淡定，而是有些迷茫。

全球经济疲软，世界贸易摩擦

不断，地区动荡，贫富差距，政治极
化造成社会分裂，迫在眉睫的气候

危机⋯⋯论坛发布的《2020年全球
风险报告》呼吁各国尽快协同合作，

降低可能加剧的政治经济风险，共
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挑战。

新的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全球
理念正加速酝酿，却还未成型。随着

新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局，越来越
多国家在认真思考前路。这个世界

到底有没有变得更好？如果答案令

人遗憾，人们又可以做些什么？
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博士决心重

温达沃斯精神。1973年《达沃斯宣
言》首次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认

为多数挑战没有办法通过政府、企
业或公民社会任何一方单独解决。

而在 50年后的今天，施瓦布强调，
需要重新聚焦各利益攸关方在应对

当下挑战中所应承担的新责任，赋
予这一理念新的意义。

不过，在批评者看来，达沃斯论
坛也许不是完美解决全球问题的场

所。比如，达沃斯聚焦经济事务的初
衷逐渐模糊，地缘政治和其他议题

有时候喧宾夺主。比如，论坛年年呼
吁环保，而达沃斯停机坪上，上千架

私人飞机和其主人依旧饱受争议。
但不管怎样，正如施瓦布所言，

如今的达沃斯论坛已经成长为世界
上重要的讨论国际问题的平台。

充满焦虑的暗流
在达沃斯，会议议程永远在调

整中。在一个时刻充满偶遇的舞台，

有人会迟到，但也有人在最后一刻
避免相遇的可能性。

伊朗外长扎里夫取消了达沃斯

行程，理由是中东地区“充满不确定
性”。在美国猎杀伊朗将军后，伊核

协议摇摇欲坠，美伊关系创下新低。
更糟糕的是，美国的行为让国际社

会意识到，战争从未远离，并且冲突
的发生形式永远在意料之外。

此次达沃斯论坛召开之际，恰

逢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
之时，但伊核问题似乎不会在会上

发酵，欧洲人可能长吁了一口气。但
即使没有仇人相见或者隔空对骂的

戏码，焦虑仍然存在。
重返达沃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有自己的焦虑。尽管行前他以一贯
的自信口吻在推特上写道：“出发前

往达沃斯，与世界领导人和商界领
袖会面，把好的政策和额外的数千

亿美元带回美国，我们现在是宇宙
第一！”但即使伊朗外长缺席，伊拉

克总统仍然将和特朗普在同一个舞
台发出注定不同的声音。这场美国

挑起的风波酝酿已久，美国想要全
身而退，没那么简单。此外，特朗普

带着美国经济决策“三件套”———财
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贸易

代表莱特希泽一同前往，“达沃斯
人”会对这些美国代表报以掌声吗？

昨天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
告进一步下调了新年的全球经济增

长预期，一大理由是美欧等贸易摩
擦的加深。眼下，美欧贸易摩擦阴云

正不断积聚：美国以法国数字税“歧

视”美国互联网企业为由，威胁对
24亿美元的法国输美产品加征关

税，征税的程序性障碍已经扫清；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对 75亿美元

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征税范围，相关程序已

走完，可随时宣布；美国迄今没有排
除对 600亿美元欧盟输美汽车产品

加征关税的可能。
因此，今年的达沃斯并不是欧

洲领袖会感到放松的场所。欧洲人
的最大焦虑，也许在充满不确定的

美国总统，以及他的推特。这从全球
两大政治风险咨询机构近期的报告

中可见一斑：失控的美国政治将是
2020年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

喧闹背后的孤独
某种意义上，达沃斯是喧闹的

社交盛会，但有时候藏在喧闹背后

的是孤独。
英国首相约翰逊不来，法国总

统马克龙不在，欧洲“三驾马车”只
剩下一辆，此情此景与去年何其相

似。他们没有踏上前往达沃斯的旅

途既是一个征候，更是某种意味深
长的象征。

德国总理默克尔身负重任。这
也许是这位欧洲最有权势的女性，

最后一次以德国总理身份出现在达
沃斯。但她是孤独的，背对着一个越

来越分裂的欧洲。过去一年，欧洲国
家深陷战略焦虑，开始战略觉醒，但

能否达到战略自主则是问号。诸国
面临的困境各有不同，深层次的共

同原因仍是欧债危机以来欧洲民众
对本国政府难以解决经济、社会、民

生等领域关切的不满，最终撕裂社
会。令人担忧的还有，极端民族主义

情绪在欧洲持续抬头。
一些人因为“不参加”受到的关

注反而比他们参加更多。英国首相
约翰逊早早就放话，自己和政府要

员将不参加达沃斯论坛，理由是
“我们的重点是为民众服务，而不是

为亿万富翁提供香槟”。事实上，约
翰逊并不是一直反对达沃斯，在他

担任伦敦市长时至少去过两次，敦
促与会者到英国首都投资。但这一

次，与他的“脱欧”大业相比，达沃斯

显然不那么重要。
不过，尽管有“达沃斯禁令”，据

英国媒体报道，财政大臣贾维德仍
将参加达沃斯论坛。这体现了某种

英国式的悖论：尽管不在场，但其实
不想缺席。毕竟，不管约翰逊是否现

身，“脱欧”后的英国和欧盟的前途
将是与会者的焦点话题。

万众期待的团结
细看论坛安排，不少议题旨在

寻求对国际事务的共识，“团结”这

样的字眼或明或暗地嵌入其中。
在地缘政治领域，一些国家的

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倾向日益增长，

多边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在本

次论坛上，围绕多边主义、全球治理
体系等话题的探讨还将继续。

新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
莱恩的言行，将吸引世界目光。欧洲

如何在大变局中重新定位自己？上
任后已经进行数次外交访问的冯德

莱恩，将努力寻找答案。而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总裁变为欧洲央行行长
的拉加德，不知是否会有新的感受。

需要团结的岂止欧洲人。为数
不少的国际组织领袖齐聚达沃斯，

将发出强烈的多边主义呼声。
在“廉颇老矣”的信任危机和难

以纾解的财务困境里，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要为联合国寻求支持。

以联合国成立 75周年为契机，各成
员国是否还能重温《联合国宪章》的

初心？达沃斯或许是一面镜子。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的心

情也不轻松。过去两年，多国出台大

量贸易限制措施，仅过去一年就影

响 7470亿美元全球进口额。更糟糕
的是，由于美国阻挠，世贸组织争端

解决机制已经停摆。他在行前呼吁，
世贸组织成立 25周年之际面临巨

大挑战，各成员需携手共克时艰。
中国将在可持续发展、技术和

经济增长这三个领域讨论中扮演极

为重要的角色。世界经济论坛全球
议程总监布库普认为，“基本上要解

决任何一项挑战，都不能缺少中国
的引领作用，而中国也确实发挥了

这一作用”。
昨天的开幕式音乐会，主题是

“对喜悦和团结的国际呼唤”，来自
世界多国的音乐家们演奏了改编后

的新《欢乐颂》。
这是来自达沃斯论坛的期待，

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特派记者 吴宇桢

（本报达沃斯今日电）

年度大戏开场，世界准备好了吗？
    尽管平日是安静的度假胜地，瑞士小镇达沃斯此
时此刻却是一个风云人物云集的世界级舞台：110多
个国家的 3000多名政经领袖、行业专家和学者，将在
今天起的四天里齐聚于此，围绕本届世界经济论坛年
会主题“凝聚全球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展开讨论。

这里不缺聪明的大脑和多元的声音，但达沃斯论
坛的真正魅力远在会场之外。表达和倾听，不同的人带
着不同的期待而来。全天候观念的交流和碰撞，让小镇
变身不眠的舞台。

年度大戏已经开场，世界准备好了吗？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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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瑞士达沃斯 1 月 20

日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
日在达沃斯发布报告，将 2020年

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3.3%。
继去年 10月将 2020年全球

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3.4%后，
IMF 20日再次将预期下调 0.1个

百分点，将 2021年经济增长预期

下调 0.2个百分点至 3.4%。报告
预测，发达经济体今明两年经济

增速将稳定在 1.6%，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经济增速

将分别为 4.4%和 4.6%。

报告指出，制造业活动和全

球贸易触底反弹，主要经济体货
币政策转向宽松态势，中美经贸

磋商出现利好消息，以及对英国
“无协议脱欧”的担心减弱等积极

现象提振市场情绪。然而，经济下
行风险依然突出，如地缘政治紧

张、社会动荡、经贸摩擦等风险。

报告建议，考虑到现有的货
币和财政空间，在国家层面加强

多边合作和实施更平衡的政策组
合，对提振经济和预防下行风险

至关重要。

IMF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 达沃斯论坛主会场 本版图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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