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屆年會主題為 「全球化4.0：打造第四
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全球架構」。施瓦布此前
表示， 「全球化4.0」剛剛開始，面對這一巨
變人們猝不及防，仍在用過時的觀念應對全
球化進程中的新問題。他強調，僅停留在對
現有機制的小修小補無濟於事，只有對其進
行重新設計，才能規避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
，抓住新機遇。

世界經濟論壇 「社會與創新」項目負責
人尼古拉斯．戴維斯則表示，未來推動全球
化進程的技術必須以人為本，以積極價值觀
為驅動。 「第四次工業革命和全球化4.0都是
彌補以往時代錯誤的機會，它始於建立對共
同未來的相同承諾：爭取共同利益，造福子
孫後代」。

美國一家兒童公益機構高級主管帕爾瓦
蒂．桑托什─庫馬爾為世界經濟論壇撰文，
呼籲領導者以大局觀謀劃未來， 「世界相互
聯結，人類的命運也密不可分。無論是社區
還是國家，都不能妄想築牆獨居，將自己與
外界阻隔。」

「巴西特朗普」首秀吸睛
本周將有來自全球60多個國家和政府的

領導人出席今年的世界經濟論壇，但其中並
不包括美英法加等幾個大國領導人，多位主
要領導人因處理國內緊迫問題而缺席會議。
焦點轉移之下，新上任的巴西極右翼總統博
索納羅的國際首秀順勢吸引了不少目光。

據悉，在G7國家中，美英法加領導人先
後在論壇開幕前已宣告缺席，而德日意領導
人在論壇中的光環有所不足。本可能成為全
場最大焦點的特朗普，他的缺席可能使人們
的關注焦點轉向一位新領導人：1月1日上任
的巴西總統博索納羅，他將在達沃斯論壇上
發表演講，一定程度代表着新一輪民粹主義
領導人登上主流國際舞台。

據悉，這位有着 「巴西特朗普」之稱的

新晉領導人將在出席此次論壇
期間發表演講，他將提出 「一
個不同的巴西」，並通過此次
論壇展現給世界，這也是博索
納羅的首次國際之旅。

雖然博索納羅代表着巴西從左向右的
轉變趨勢，無疑會吸引大家的目光，但分
析認為博索納羅不太可能在達沃斯的全球
討論中發揮領導力，他終將被那些真正有領
導力的大國領導人蓋過鋒芒。

氣候變化成全球首要擔憂
過去10年，世界經濟論壇一直要求其成

員在達沃斯年會前從可能性和影響的角度對
他們的擔憂進行排名。10年前，在達沃斯舉
行的世界經濟論壇與會者擔心的是經濟和金
融體系，如今，他們最擔心的卻是氣候變化
，且全球沒有有效的應對機制。

今年的 「擔憂」榜單則是由氣候變化問
題主宰，在被認為2019年最有可能出現的5
大風險中，氣候問題佔了3個，大規模殺傷
性武器和網絡風險是其他兩大風險。在可
能造成最嚴重損害的5大風險中，氣候問
題更是佔到了4個。

知名自然科學家愛登堡爵士此次亦
出席論壇，並於21日獲得了世界經
濟論壇水晶獎。他在會上依然強調
人類活動對地球生態環境的影
響，且最終將為人類帶來威脅
。他還呼籲 「如果我們現在
開始行動，影響的不僅
僅是未來幾年，而是
造福數千年」。

【大公報訊】據英國《金融時報》、《衛報》及法
新社報道：全球正面臨着巨大變化，經濟增長放緩、貿
易衝突惡化、氣候變遷及環保議題未解，2019年世界
經濟論壇22日在瑞士達沃斯拉開序幕，世界各國領導
人和商界領袖再次集聚一堂，但美英法領導人的缺席、
日益加劇的貿易衝突和民粹主義的復甦使得今年的會議
蒙上一層陰影。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
在開幕式上呼籲國際社會應系統看待全球性挑戰，以更
加包容、更加可持續的方式推進全球化。

民粹貿戰氣變 達沃斯變了味

【大公報訊】綜合BBC、中央社報道
：德國總理默克爾與法國總統馬克龍22日
於德國邊境城市亞琛簽訂了《亞琛條約》
。當日時逢1963年法德《愛麗舍條約》簽
訂的66周年，該條約標誌着法德軸心的形
成，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英國脫歐，以及民族主義者料將在下
屆歐洲議會選舉鞏固勢力之際，《亞琛條
約》有加強法德軸心在歐盟地位的象徵性
意義。

在長達16頁的條約內，兩國承諾在彼
此遭遇軍事攻擊時並肩作戰，雙方將籌
組一個新的聯合防禦與安全委員會，聯合

部署調遣，以及協調軍事設備出口規則。
這也被認為是馬克龍 「歐洲軍」計劃的第
一步。

另外在經濟方面，雙方有意建立一個
「依循通則的德法經濟區」，深化經濟整合
，成立10人聯合專家委員會，致力協調經
濟法中的棘手之處並消除投資障礙。兩國
還計劃進一步拉近邊境地區的往來交流。

不過，有許多批評人士指出，條約虛
多實少，充滿了理想主義。也有歐盟其他
成員國不樂見法德如此高調秀右翼，意大
利內政部長薩爾維尼還表示，該用意大利
─波蘭軸心抗衡法─德軸心。

加強法德軸心 兩國簽新《愛麗舍條約》

▲21日，知名自然科學家愛登堡爵士（中）獲
得了世界經濟論壇水晶獎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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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救世界？
世界經濟論壇官方會議概要

稱，今年達沃斯年會以 「全球化4.0」 為
主題，圍繞這一主題，世界經濟論壇方面
設計了超過350場會議，其中將近一半的
會議都可以通過網絡進行觀看。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
斯施瓦布表示，世界正在經歷一場短期內
不會停止的經濟和政治動盪。他強調，全
球化是不可逆轉的，也產生了許多贏家，
「如果我們要談全球化4.0，必須更具包
容性、可持續性，而且必須有更多道德原
則作為根基。」

那麼， 「全球化4.0」 帶來的是機遇
還是危機？世界經濟論壇稱，這要看全球
精英們能否就這些全球議題達成一致，而
達沃斯論壇將發揮其平台作用，推動深化
全球合作。

來源：《華爾街日報》、《德國之聲》

誰來了誰沒有來？
今年的論壇沒有美國總統特

朗普，也沒有法國總統馬克龍。
特朗普對多邊主義深表質疑，表示不

會參加，也需要留在國內解決與國會在
美墨邊境建牆的預算問題。不過，德國

總理默克爾將出現在達沃斯，巴西新任總
統博索納羅也將出席並發表首次國際演講。
各國財政部長、央行行長、國際金融專家

和學者將參會，還有約160位金融服務公司的首
席執行長將參會，其中一半以上執掌大型全球
和地區銀行。此次，來自政界、商業和科學領
域以及各種環境和發展機構的參與者總計約
3000人。

盤點今年
達沃斯看點

▲22日，巴西極右翼總統博索納羅出席論壇並發表演講，是為其
首次國際之旅 美聯社

【大公報訊】據英國BBC、新華
社報道：原本計劃出席瑞士達沃斯世
界經濟論壇，尋求更多國外投資的津
巴布韋總統姆南加古瓦，由於國內民
眾示威動亂不斷，不得不取消此行。
姆南加古瓦22日表示，任何威脅社會
安全和經濟的暴力都不可接受。

姆南加古瓦任命財政部長穆蘇利
．恩庫貝代表他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
會，他則在20日選擇了提前結束出訪
行程並返回津巴布韋，以更好地應對

國內局勢。
津巴布韋的國內動盪源於姆南加

古瓦在本月初上調了國內的燃油價格
，此舉引發民眾不滿。津巴布韋工會
等組織動員民眾於14日至16日上街遊
行示威。姆南加古瓦則在事發後呼籲
民眾冷靜克制，恢復正常生活，返回
工作崗位。

據悉，此次示威活動中目前至少
有12人在示威衝突中死亡，300人受傷
。根據當局統計，約有600人被逮捕。

政局動盪 津總統取消行程

黃背心未解 馬克龍被商界嗆聲

▲文翠珊21日帶着 「B計劃」 返回議
會，被指新瓶裝舊酒 法新社

▶今年瑞士達沃斯世
界經濟論壇年會於22日開幕，
將有來自全球60多個國家和地
區政府的領導人出席 法新社

▶法國總統
馬克龍

路透社

【大公報訊】綜合《衛報》、BBC、路
透社報道：英國首相文翠珊的脫歐方案15日
在議會慘敗後，她21日帶着 「B計劃」返回
議會，預定在29日再次投票表決。不過，
反對者認為新方案除了保證繼續與歐盟商
討北愛爾蘭邊境問題，與原先的方案相差
無幾。

另外，文翠珊拒絕排除 「無協議脫歐」
可能性，並強調不會尋求二次公投，她同時
承諾工人權利和環境標準將不會因脫歐而下
降，以及保障在英歐盟公民的權益，例如取
消歐盟公民 「申請留英」的65英鎊（約659
港元）費用。

許多議員都對文翠珊的新方案內缺乏實
際變動而表示失望，提出了一系列修正案，
希望更多掌握脫歐主導權。留歐派提出的修
正案訂明，如文翠珊未能在2月26日前通過
脫歐協議，就必須向歐盟申請延遲脫歐日期
。事實上，文翠珊政府內部也強烈呼籲要延
長期限，據《泰晤士報》報道，就業及退休
保障大臣盧綺婷告訴首相府，不推遲的話會
有超過40名大臣辭職。

工黨推出的修正案則要求議會對不同脫
歐路徑的進行投票，包括繼續與歐盟保持關
稅同盟，或是舉行二次公投。這一修正案被
認為是工黨向二次公投方向邁出重要一步。

英揆B計劃無驚喜 拒二次公投

▲津巴布韋總統姆南加古瓦22日表
示，任何威脅社會安全和經濟的暴
力都不可接受 路透社

美英法加自顧不暇 論壇再籲推進全球化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及法國國際
廣播電台報道：法國總統馬克龍21日在
「選擇法國」（Choose France）活動上

向法國150餘名商界領袖宣揚其 「活力法
蘭西」（a dynamic new France），但商
界並不買帳，堅持認為馬克龍應該先解
決街上的 「黃背心運動」。

法國 「黃背心運動」在上周六進
行了第10個抗議日，本次法國全國部
署8萬名普通警察和防暴武警，應對新

年以來有所回升的 「黃背心運動」參
與者數量。內政部統計到的此次遊行
人數有8萬4千人，和上一次遊行人數
持平。

巴黎檢方在30分鐘之後暫時拘押
了17人，警方在當天晚間宣布進行了
42次傳訊，大部分被傳訊的人是因為
攜帶被禁止的或是被認為是武器的
物品。

法國總統府20日向全法民眾發表

公開信，呼籲民眾參與討論稅收制度
等事宜，希望借助全國討論即 「全國
大辯論」的形式，而非街頭示威方式
將不滿轉化為解決問題的方案。

馬克龍還表示自己是務實主義者
， 「本次討論絕對不會有禁忌」，但
同時認為，在黃背心運動當中備受關
注的巨富稅恢復問題等，並不是 「窮
人和富人之間的問題」，而是歸根結
底在於 「如何給法國人創造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