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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由我公司负责承建的“国道 349 线边坝至嘉黎段改建工程（边坝至尼屋乡段）施工一标段”已完工并通过交工验收，所

有农民工工资已结清。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公示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我单位联系处理。
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17384005458
特此公示

西藏闽路建设有限公司
2025年 1月 6日

6349996 6322866
0891-

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2024 年 ，世 界 变 乱 交 织 ，动 荡 不

安。加沙战火不断外溢，俄乌冲突延宕

加剧，多个发达国家政局生变，世界经

济复苏步履艰难，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

峻……2025 年，这些问题将如何演变，

影响几何？

悬念一：中东乱局走向何方

新一轮巴以冲突已持续一年有余，

加 沙 民 众 苦 难 深 重 ，战 火 不 断 升 级 外

溢。一年来，以色列与伊朗相互直接打

击对方领土；以军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

大规模袭击，并地面入侵黎南部开展军

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频繁向以色列本

土以及位于红海海域的美西方军舰发射

导弹、无人机。2024 年 12 月，叙利亚巴

沙尔政府因自身实力虚弱和外部援助减

少被反政府武装推翻。

当前，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已超过一

个月，双方交火仍时有发生，协议能否维

持存在疑问；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谈判已多

次号称“接近达成协议”但仍无结果，何

时能真正实现停火不得而知；胡塞武装

对以色列和美西方军舰的袭击持续多久

或取决于加沙冲突何时停止；随着黎巴

嫩真主党军事实力受损、巴沙尔政府倒

台，以色列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

行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叙利亚新政权

正在构建，在各方势力前台拉扯、地区和

域外大国后台博弈的情况下，“一朝变

天”的叙利亚未来走向还有待观察。

悬念二：美国变量影响几何

2025 年 1 月，新一届美国政府将上

台执政，其内外政策或将给世界带来更

大冲击。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新一届美国政

府有可能再次宣布退出一些重要国际组

织和条约，包括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气

候变化《巴黎协定》等，就连美国主导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许也在“退群”清

单上。

新一届美国政府或将关税视为“万

能”的政策工具。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日前公开表示，欧盟必须购买美国油气，

作为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的“补偿”，“否则

关税就要来了”。他还威胁北美邻国：上

任首日，将对所有自墨西哥和加拿大进

口的产品征收 25%的关税。特朗普还多

次声称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

税。分析人士认为，倘若美国不顾多方

反对向贸易伙伴大规模加征关税，将引

发贸易战，损害全球经济。

此外，特朗普还声称加拿大可以成

为美国的“第 51 个州”，宣称获得对丹麦

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绝对必要”。一系列表态引发盟友担

忧，“跨大西洋盟友”是否会变成“跨大西

洋对手”。

悬念三：俄乌和谈成效难料

俄 乌 冲 突 已 持 续 近 3 年 。 过 去 一

年，战事激烈胶着，乌军突袭俄本土，俄

军在乌东推进，双方相互攻击范围呈扩

大态势。美西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

援，还对乌松绑远程武器使用限制，俄罗

斯则以更新核威慑政策回应。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国在俄乌冲

突上的政策立场会否出现变化？特朗普

曾“放话”要在上台后立刻推动俄乌双方

结束冲突，他近期对媒体表示将以对乌

援助为筹码，推动俄乌双方和谈。俄总

统普京和特朗普近期都表示愿意与对方

面谈俄乌问题，俄乌双方近来也都释放

出对谈判持开放态度的信号。

不过，俄乌双方谈判条件仍有明显

差距。俄方正在战场上积累优势，乌方

则继续得到西方支持。俄乌能否开启和

谈并相互妥协或将取决于双方在战场上

的形势，而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对待乌克

兰的态度和援乌力度将对战局及和谈产

生直接影响。

悬念四：多国政局如何演变

2024 年，多个发达国家政局发生变

化。法国总统马克龙年内三换总理，法

国政治呈现碎片化趋势。德国执政联盟

内部矛盾无法调和最终解体，总理朔尔

茨沦为少数派政府领导人，主动触发提

前 举 行 联 邦 议 院 选 举 ，试 图“ 以 退 为

进”。日本执政联盟在国会众议院选举

中失利，首相石破茂领导的政府成为少

数派政府，其执政面临严重掣肘。韩国

总统尹锡悦因“紧急戒严”风波遭到国会

弹劾，宪法法院将决定他的去留。

2025 年，这些国家的政局仍存在不

确定性。临危受命的法国新总理贝鲁能

否稳住政局？德国政治格局在 2 月联邦

议院选举后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能否顺

利组成新政府？日本石破政府能否在

重要政策上与在野党达成妥协，执政联

盟在 2025 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中能否

保住参议院多数地位？韩国国内要求

尹锡悦下台的呼声不减，但考虑到宪法

法院确认罢免总统的门槛较高，同时在

野党热门总统候选人、共同民主党党首

李在明也是官司缠身，韩国政局走向尚

不明朗。

悬念五：世界经济复苏前
景如何

2024 年，世界经济缓慢复苏，通胀

得到缓和，贸易有所回升，科技创新仍然

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当

前，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快

速发展，不仅催生出新的产业形态和商

业模式，还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绿

色化转型，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提

供新支撑。

2025 年，世界经济有望保持温和回

升势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预计，

2025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2%。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 2024 年 12 月发布经济

展望报告，预测 2025 年全球 GDP 增长

约 3.3%。

但与此同时，全球投资、贸易和技术

保护主义不断加剧，美国等一些西方国

家将经济问题泛安全化、泛政治化，推行

“脱钩断链”，严重冲击国际自由贸易和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俄乌冲突、中

东战事继续对全球粮食和能源供应等造

成 负 面 影 响 。 众 多 金 融 机 构 指 出 ，世

界 经 济 能 否 稳 住 复 苏 势 头 ，很 大 程 度

上取决于各国能否在政策上加强协调

合 作 ，共 同 应 对 地 缘 政 治 冲 突 和 经 济

不确定性。

悬念六：气候谈判能否向
前推进

2024 年，全球多地出现严重干旱、

致命洪灾、高温热浪、飓风灾难，极端天

气频发再次提醒人们气候变化带来的严

重后果。世界气象组织年底发布新闻公

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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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关键在于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多边

主义，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发达国家

应当展现更大雄心和行动，履行率先减

排义务，提前碳中和时间，发展中国家

也要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努力。2024

年 11 月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

方大会（COP29）达成了名为“巴库气候

团结契约”的一揽子平衡成果，但发达

国家勉强承诺的到 2035 年每年至少筹

集 3000 亿美元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气

候行动的资金目标，仍远未能满足发展

中国家需要。

2025 年是《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

缔约方大会（COP30）将于年底在巴西

贝伦举行。巴西总统卢拉称这次会议

将是“避免气候系统不可逆转破裂的最

后机会”。美国是全球累计碳排放量最

多的国家，对于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然而，对气候变化持怀疑

态度的特朗普再次执政，将为全球应对

气 候 变 化 的 努 力 带 来 不 确 定 性 。

COP30 能否达成国际社会期待的结果

难以预料。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美国白宫日前发表声明说，总统拜登正式

阻止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美日

两家企业发表联合声明抗议，直言此举是“一

个政治决定”；日铁表示将对美国政府提起诉

讼。美国政府这一决定，是将政治考量凌驾于

经济逻辑之上、泛化“国家安全”概念行保护主

义之实的又一例证。

白宫在声明中说，日铁收购美钢将“使美

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商之一置于外国控制之下，

给美国国家安全和关键供应链带来风险”。日

本明海大学教授小谷哲夫认为，美国政府拿安

全风险说事完全是借口。日本无限合同会社首

席经济学家田代秀敏表示，此次收购案本质上

是日铁基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而美方

的阻挠完全出于“政治考量”。“从历史角度来看，

这是美国再一次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打压日本。”

近年来，美国沉迷于挥舞“关税大棒”，持

续升级单边制裁，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

从“美国优先”的口号到《通胀削减法案》《芯片

和科学法案》的签署实施，再到无限泛化的“国

家安全”概念……美国把保护主义渗透进更多

行业。

任何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企业和国家，都

有可能成为美国围猎的对象，即便是盟友也不

能幸免。以胁迫手段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

沉重打击日本经济元气，致使日本进入“失去的

三十年”；采取“长臂管辖”等手段“肢解”法国制

造业代表性企业阿尔斯通，最终导致其主营电

力业务被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收购；对

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

税；限制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的自由贸易，将

更多外国企业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此

类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扰乱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的正常运转，严重侵害企业的合法权益，

破坏国际经贸合作的公平与稳定，毫无美国向

别国鼓吹的开放、包容、合作的自由市场精神。

今年是世贸组织成立三十周年。美国作

为缔约国之一、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创立者，

却成了迄今为止最大的“违规者”：世贸组织三

分之二的违规由美国引起。因此，美国干脆拒

绝执行世贸组织裁决，使世贸组织上诉机构陷

入“瘫痪”。美国对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合则

用 、不 合 则 弃 ”“ 达 则 自 由 主 义 ，逆 则 保 护 主

义”，其本质是谋求一己私利。

事实上，美国的保护主义措施只会适得其反。作为世界上首家市值突破 10

亿美元的企业，美国钢铁公司曾被誉为美国钢铁行业的名片，如今却陷入被收购

的窘境，这是因为美国政府保护不力吗？恰恰相反，过度保护才是美钢失去市场

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钢铁行业由盛转衰与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发展

历程有着深刻的联系，而为了应对海外竞争实施的长期贸易保护政策，导致美国

国内钢材价格居高不下，钢厂盈利能力不见改善，让汽车、建筑等下游行业在全

球竞争中付出沉重代价。美国彭博社去年刊文指出，过去十年美国采取钢铁保

护主义措施，并未阻止美国金属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还增加了美国经济其他领

域成本，降低了行业竞争力。

美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扩大并滥用“国家安全”的行为引发寒蝉效应，让全

球企业对投资美国心存疑虑、望而却步。日铁与美钢的联合声明表示，美国政府

阻止日铁收购美钢，“向所有总部位于美国盟国、考虑在美国进行重大投资的企

业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政府作出阻止交易的

决定，背离了美国开放的投资文化，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广泛影响。

保护主义保护不了竞争力。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施保护主义，不会令美国

钢铁产业重振雄风，只会令更多产业步其后尘，沦为美式保护主义失败的注脚与

警示。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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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关注这个世界的六个问号
新华社记者 刘赞

新华社日内瓦 1月 4日电（记者 王

其冰）瑞士太阳能专家克里斯托夫·巴

利夫日前表示，中国在全球太阳能领域

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投

入和产能有助于许多国家采用清洁技

术，从而支持全球实现能源转型。

巴利夫是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光伏和薄膜电子实验室主任。他日前

对瑞士媒体表示，光伏产业在本世纪会

成为重要的电力来源，中国在相关领域

发展迅速，现在可以生产大量的太阳能

电池板、汽车电池等，这些产能可以为

全世界实现能源转型提供支撑。

巴 利 夫 说 ，中 国 在 新 能 源 领 域 的

发 展 是 对 全 球 的 积 极 贡 献 ，中 国 创 造

的庞大新能源产业可以推动许多国家

采 用 清 洁 技 术，“这对地球来说是个好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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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专家：

中国新能源产能有助全球能源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