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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天津互动
释放什么信号

新华社记者 温 馨

▲田金彦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07143，特此声明。▲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2021届水利水电工程专
业本科生周中良结业证丢失，证号：135951202105000025，声
明作废。▲华北理工大学2021届口腔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毕业
生杨晓东就业推荐表丢失，编号：20210386，声明作废。▲赵娜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编号：132220061082，声明
作废。▲许宁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03862，特此声明。▲河 北 森 湖 工 贸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100782592310B）公章丢失，声明作废。▲河北工业大学2020届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詹迅就
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202291，声明作废。

声 明

变更机构名称及地址名称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田支公司陈家铺镇营销服务部

流水号：00002504 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机构住所：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陈家铺镇陈家铺村玉石公路西侧

机构编码：000005130229015
负责人：田小征 联系电话：18531516310
邮政编码：06350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唐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1年7月5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

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

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疫情反复

新冠疫情反复仍是影响世界经济复苏
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受变异新冠病毒德尔
塔毒株快速传播影响，近期多国感染病例
数再次上升，同时很多国家疫苗接种覆盖
率仍然较低，令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蒙上
阴影。

IMF 在报告中指出，2021 年和 2022 年
全球经济预计分别增长6%和4.9%，这一预
测的假设前提是各国采取更有针对性的
疫情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工作继续推进，
全球范围新冠病毒传播在 2022 年年底前
降至较低水平。如果疫情防控未达预期，
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也将显著低于
预期。

IMF 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警
告，高传染性变异新冠病毒的持续传播可
能令世界经济复苏“脱轨”，或将导致全球
经济产出到 2025 年累计损失约 4.5 万亿
美元。

富国银行证券经济学家尼克·本嫩布
罗克认为，最近一轮疫情反弹对全球经济
的影响将取决于其持续时间以及各国会否
重新出台严厉的防控措施。如果这轮疫情
导致一些国家政府重新封锁经济，全球经
济增长将受到严重拖累。

正如戈皮纳特所言，只有在全球范围
内击退疫情，世界经济复苏才能得到保障。

复苏割裂

受全球新冠疫苗分配不均、各国政策
支持力度不同、全球供应链受阻等多重因

素影响，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日益分化，发达
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免疫鸿
沟”、发展鸿沟、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全球经
贸版图割裂化趋势进一步显现。

IMF数据显示，截至7月中旬，发达经
济体接近40%的人口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新兴经济体约11%的人口完成接种，而低收
入经济体完成接种的人口比例仅为1%。

IMF 指出，疫苗获取已形成一条主要
“断层线”，将全球经济复苏划分为两个阵
营：疫苗接种率高的发达经济体今年晚些
时候经济活动有望进一步恢复正常；疫苗
短缺的经济体仍将面临新冠感染人数再度
增加和死亡病例上升的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政策支持力度不同也加剧
了经济复苏分化。戈皮纳特指出，目前发
达经济体仍在酝酿出台数万亿美元财政支
持措施，同时保持超宽松货币政策；而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出台的多数财政支持
措施已经到期、开始寻求重建财政缓冲，巴
西、俄罗斯等部分新兴经济体央行为抑制
通胀已开始加息。

美国汇盛金融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陈凯丰表示，疫情导致发达经济体与发展
中经济体之间以及各经济体内部贫富差距
快速拉大。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教授
利昂尼德·格里戈里耶夫也认为，经历疫情
冲击后的世界经济变得更加不平衡，发展
中经济体被甩下更远。

通胀攀升

今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胀压力
普遍上升，其中美国通胀压力尤为突出，6
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

5.4%，创2008年以来最大同比增幅。
经济学家认为，近期全球通胀攀升主

要受到以下因素影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
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冲击而采取大规模财政
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严
重过剩；部分发达经济体疫情趋于缓和，居
民消费迅速反弹，但疫情带来的供应瓶颈
造成商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供需失衡进一
步推升物价；美联储、欧洲央行调整货币政
策框架，提升对通胀的容忍度，一定程度上
也推高了通胀预期。

IMF 在报告中指出，近期通胀压力上
升主要由疫情相关因素及暂时性供需错配
所致，一旦这些因素消退，多数国家通胀有
望在2022年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这一过
程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受食品价格上
涨、货币贬值等因素影响，一些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通胀高企局面可能持续更长
时间。

通胀压力上升与脆弱复苏并存，令发
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陷入进退维谷的困
境：继续执行宽松政策可能加剧通胀，侵蚀
普通消费者购买力，并可能导致经济出现
滞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虽有助于遏制通
胀，却会推高融资成本，打压经济复苏势
头，并可能中止复苏进程。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主要发达经济体
货币政策转向，全球金融环境可能大幅收
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或将面临疫
情反弹、融资成本上升、资本外流等多重冲
击，经济复苏势必受挫。因此，把握好发达
经济体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时机和节奏对
于巩固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同样关键。（参与
记者：刘亚南、张继业、宫若涵）

新华社华盛顿7月27日电

7月27日，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空旷的街道。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日宣布，首府悉尼将再次延长“封城”。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多国
政府及专家近日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发声说，病毒溯源应始终秉持科学、客
观精神，将溯源问题政治化不得人
心。只有加强多边合作，才能最终战
胜疫情。

老挝外交部26日发表声明说，史
无前例的新冠大流行给世界各国经济
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难以估量的影
响，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国际
社会应真诚协商合作、共渡难关，避免
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此前，多国就溯源问题致函世卫
组织总干事，指出病毒溯源是一项科
学任务，不应政治化。

亚美尼亚政治经济战略研究中
心主任本雅明·波戈相日前在亚美尼
亚主流媒体《亚美尼亚之声》报网站

发表署名文章说，美国等少数西方国
家罔顾科学事实、用政治手段操弄溯
源问题不得人心。中国—世卫组织
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认为，实
验室泄漏极不可能。一些西方势力
再次毫无理由地指责中国，这种针对
中国的污蔑抹黑是美国遏制中国的
行径。

波戈相表示，中国及时有效控制
住疫情同美国抗疫受挫形成鲜明对
比。美国从狭隘的地缘政治利益出
发，煽动仇华情绪，这种做法严重阻碍
了各国协力抗疫的努力。

多米尼加共和国科学院院士爱德
华多·克林格26日在当地主流媒体《今
日报》上发表文章，指责一些国家政治
操弄溯源问题，认为有关指控明显缺
乏证据，仅靠美方话语来支持。

多国政府及专家反对将
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记者
温馨、王宾）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8日
说，美国借溯源搞政治操弄的做法已
经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在事实、
科学、正义面前，政治操弄不得人心，
只会以失败告终。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CGTN智库日前发布网上民意调查报
告显示，参与投票的全球网民 80%认
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
发言人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CGTN 智库使用联合
国官方语言中文、英语、俄语、法语、西
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进行的民调，反映
了全球民众对美国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的严重不满。参与投票的网民用不同
的语言表达了一样的心声，“新冠病毒
起源调查没有解决大流行的控制问

题，这是掩盖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
的愚蠢无益的政治策略。”

赵立坚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为
了转移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达到抹
黑打压别国的政治目的，大搞疫情政
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严重
损害了科学溯源和全球抗疫大局。

赵立坚说，美国歪曲事实，散布虚
假信息。美国援引一些没有真凭实据
的官员或情报信息，大肆炒作“病毒是
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美国如
此蛊惑人心、混淆视听，妄图将莫须有
的罪名扣给中国，就是为了转移视线，
掩盖自身早期病例和疑点重重的生物
实验室真相。

“我们正告美方，在事实、科学、正
义面前，政治操弄不得人心，只会以失
败告终。”赵立坚说。

美借溯源搞政治操弄
只 会 以 失 败 告 终

7月26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天津会见来华
访问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此前，外交部副部长谢锋
与舍曼举行会谈。作为继安克雷奇对话后中美之间又一次
重要面对面沟通，此次天津互动受到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
高度关注。

中美天津互动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会谈、会见在推
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方面是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下一阶
段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

给美方补上尊重和平等相待这一课

舍曼此访系美方主动提出、经双方商定进行的。然而，
美方不仅在舍曼来华前继续声称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与
中方打交道，还不断在一系列问题上加大对中国遏制打压，
试图挑战中方底线。

对此，王毅曾明确指出：“如果美国到今天还没有学会
如何以平等的态度同其他国家相处，那么，我们有责任和国
际社会一道，好好给美国补上这一课。”

分析人士表示，美方主动要求来访却又摆出咄咄逼人
架势的矛盾做法，体现出其对自身霸权优势消减的焦虑感；
相反，中国以平视世界的心态处理中美关系，展示出积极开
放的自信心胸和稳固强大的战略定力。

谢锋在会谈中指出，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面临严重
困难，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就此表示，中方态度
鲜明地指出中美之间问题的症结所在，要求美方改变其对
华认知偏差，可以说是一语中的。

对于美方一些政客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中方在天津
清晰、明确地告诉美方，中国的发展不是要挑战美国，也不
是为了取代美国。中国从来没有兴趣赌美国的输赢，中国
的发展也不建立在美国衰落的前提之上。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晖说，只
有美国也学会“平视”中国，改变其一贯霸凌态度，以健康、
正常心态与中国互动，中美关系才可能在正确的道路上行
稳致远。

以正确方式重塑中美关系走向

中方在天津互动过程中和结束后，第一时间对外释放
一系列信息。其中，“美方的‘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就是
打压遏制中国的‘障眼法’”“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胁迫外交的发明权、专利权、知识产
权都非美国人莫属”等表态受到各界广泛关注。

分析人士指出，中方此举反映出中方在同美方打交道
时，不是被动回应美方设置的话题，而是从中美关系大局和长
远发展出发，主动发声，敦促美方改弦易辙，引导谈判进程。

“在过去中美进行互动的过程中，美国经常刻意误导舆
论。包括这次舍曼访华前，美方也发布了一些误导信息，试
图借此向中国施压。”苏晓晖说，为此，中方精准有力发声，
必要而关键。

会谈中，中方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
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
个案清单。

苏晓晖认为，不论是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还是强调中
美关系设立“护栏”必须遵循平等互利原则、以维护双方利
益为导向，都体现中方在着力通过正确方式重塑中美关系
走向。

“两份清单列举了美方一系列具体的错误言行，是中国
开出的合作条件。”在阮宗泽看来，下阶段中美关系要改善
发展，需要美方从两份清单的具体议题入手，向中方展现改
善关系的诚意。

中美关系重回正轨需要久久为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以“深入、坦率”评价此次天津互动，
美国国务院的消息稿也形容双方会晤“坦诚且开放”。分析
人士认为，鉴于美方对华态度尚未见根本性变化，两国关系
暂时难有实质性“回暖”，重回正轨仍需双方持续努力。

“美方不会轻易放弃对中国进行打压的政策，两国之间
遏制打压与反遏制反打压之间的矛盾也不会在短期内消
失。”苏晓晖表示，过去几个月，美国新政府面临国内政治压
力、疫情反弹与经济疲软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对华负面政策
成为其转移国内矛盾的一种选择。

为管控好双方存在的分歧，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下滑
乃至失控，中方在此次互动中向美方明确了“不得挑战、诋
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不得试图
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
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三条底线。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发展振兴是历史的必然，美国需
要学习如何同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和平
相处、合作共赢。中美关系能否转圜，取决于美方的对华心
态和错误言行是否有根本性、实质性改变。

据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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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27日发布《世界经济

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将2021年

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6%不变，

但警告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复苏“断层”

正在扩大。分析人士认为，疫情反

复、复苏割裂、通胀攀升，成为世

界经济持续复苏必须跨越的

三重险关。

经营者使用“无感式”人脸识别技术
悄悄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物业强制将
人脸识别作为出入小区的唯一验证方
式……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在社会生活
中得到广泛运用，与之而来的纠纷也日益
增多。28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
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
一步明确这些热点问题的适用法律，为维
护个人信息安全增添保障。

经营场所不得滥用人脸识别技术

据悉，随着“无感式”人脸识别技术的
不断成熟，一些商家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用于营销分析，
也带来了个人信息泄露的新风险。

根据此次出台的司法解释，在宾馆、

商场、银行、车站、机场等经营场所、公共
场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
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辨识或者分析，
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

但是，如果是为维护公共安全，依据
国家有关规定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识别
技术，以及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
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
和财产安全所必需而处理人脸信息，这些
情形不构成侵权。

线上平台和应用软件不得
强制索取用户人脸信息

生活中，一些线上平台和应用软件在
用户注册时，通过一揽子授权、与其他授
权捆绑等方式强制索取用户人脸信息，不
同意就不提供服务。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陈
龙业表示，由于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
息，有必要设定较高标准，以确保个人在
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合理考虑对自己权益
的后果而作出同意。因此，信息处理者在
征得个人同意时，必须就人脸信息处理活
动单独取得个人的同意，不能通过一揽子
告知同意等方式征得个人同意。

陈龙业认为，如果信息处理者采取“与
其他授权捆绑”“不点击同意就不提供服
务”等做法，会导致自然人无法单独对人脸
信息作出自愿同意，或者被迫同意处理其
本不愿提供且非必要的人脸信息。

不得将“刷脸”作为业主
出入的唯一验证方式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小区引入人脸识

别系统，用“刷脸”代替“刷卡”，未经识别
的业主不得进门。

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物业服务企业
或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以人脸识别作为
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出入物业服务区域
的唯一验证方式，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
使用人请求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小区物业强制要求居民录入人脸信
息，这种行为违反‘告知——同意’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郭锋说，小区
物业对人脸信息的采集、使用必须依法征
得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的同意。对于不
同意的，小区物业应当提供替代性验证方
式，不得侵害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的人格权
益和其他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App将人脸识别与其他授权捆绑？进出小区必须“刷脸”？

最高法对滥用人脸识别“说不”
新华社记者 白 阳 罗 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