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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的时刻”

世界贸易组织在近日发布的新闻公报中表示，世贸
组织成员“创造了历史”，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将
成为执掌该组织的首位女性总干事和首位非洲籍总干
事，其任期将从2021年3月1日持续至2025年8月31日。

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在线上会议对自己当选
世贸组织总干事表示荣幸。她表示，为了从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破坏中完全和迅速恢复，一个强大的世贸
组织至关重要，她期待与各成员一起制定和实施应对
政策，让经济恢复运转。

2020年 5月，世贸组织第六任总干事阿泽维多宣布
于2020年8月31日正式离任，成为该组织首位提前卸任
的总干事。此后，世贸组织启动新任总干事的遴选工作。

2月15日，经过长达8个多月的遴选程序，世贸组
织 164个成员最终达成一致，同意恩戈齐·奥孔乔—伊
韦阿拉出任第七任总干事。对此，世贸组织总理事会
主席戴维·沃克表示，这是世贸组织“至关重要的时
刻”，相信所有成员将与总干事一起开展建设性工作，
共同塑造世贸组织的未来。

“当前正是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贸易带来最严重影
响的时刻。要将疫情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克服贸易
保护主义的干扰，需要通过发挥世贸组织的作用，进
一步强化全球经济治理。此时，新总干事上任，有助
于世贸组织正常运行及发挥作用。”商务部研究院国际
市场研究所研究员白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据悉，现年66岁的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曾于
2003年和 2011年两度出任尼日利亚财政部长，并曾于
2006年短暂担任过外交部长。此外，她在世界银行工作
25年，长期担任常务副行长，具有丰富的多边平台工作
经验。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向本报记者指
出，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成功当选世贸组织新任

总干事，不仅是该组织内部系统得到完善的需要，也
意味着多边主义的一次胜利。

应对疫情是首要任务

“世贸组织可以为遏制疫情做出更大贡献。”恩戈
齐·奥孔乔—伊韦阿拉日前公布了其上任之后的三大优
先任务：解决新冠肺炎疫情相关问题、改革世贸组织
争端解决机制、实现多边贸易规则现代化。她特别强
调，帮助应对疫情给健康和经济领域带来的双重冲击
将是首要任务。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蔓延。世贸组织此
前预测，受疫情影响，2020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缩水
9.2%，且复苏前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此外，一些国
家针对医疗物资、日常用品等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
给全球抗疫行动造成阻力。

“世贸组织可以与世卫组织相互协同，在医用物资
的分配及采购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白明说。

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日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
时表示，世贸组织成员国应该加快行动，取消那些减
缓所需药品和物资贸易出口的限制。她同时警告称，
各国不能奉行“疫苗民族主义”，这将减缓新冠肺炎疫
情结束的进程，并可能给包括富国和穷国在内的所有
国家的经济增长造成打击。

“目前，某些西方国家存在囤积疫苗的现象，全球
疫苗产量与各国需求之间也存在鸿沟。世贸组织是一
个促进各国沟通交流的平台。新总干事上任之后，或
将推动世贸组织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
北对话，促进疫苗的生产、贸易及流通，并为发展中
国家争取更多疫苗援助。”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牛
仲君向本报记者分析称。

霍建国指出，世贸组织在新冠疫苗分配问题上秉
持公平公正的合作理念，发出有力声音，有利于在国
际社会形成积极正面的引导力量，进而推动防疫进程。

“主心骨”不可缺少

推动世贸组织进行必要且有意义的改革、重启陷
入停摆的争端解决机制、制定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贸
易规则……《日本经济新闻》 刊文指出，眼下，除了

应对疫情，世贸组织还
面临诸多紧迫课题。

“目前，摆在恩戈
齐·奥孔乔—伊韦阿拉
面前的难题主要有：推
进世贸组织现代化改
革；协调主要贸易大国
之间的矛盾；维护多边
主义，将各国真正纳入
多 边 规 则 的 约 束 之
中。”霍建国指出，各
成员在维护公平合理、
公开透明等基本理念层
面存在普遍共识，但在
具体规则方面仍有很多
争议，这是新任总干事
无法回避的挑战。

恩戈齐·奥孔乔—
伊韦阿拉在竞选时曾强
调，加强多边贸易体制
符合所有国家利益，尤
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非
洲国家。她表示，多边
贸易近年来经历困难与
挑战，世界比以往任何
时候更需要一个重新焕
发活力的世贸组织。

牛仲君认为，考虑到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的
非洲裔背景及在美求学经历，可以期待她上任之后在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让发展中
国家的声音与诉求得到更好体现，并加强世贸组织内
部团结，推动机构改革。

“当前，区域合作发展很快，有助于推动相关国家的
经贸合作与经济发展，但如果没有世贸组织作为‘主心
骨’，这些区域合作可能出现相互隔离的现象。”白明指
出，要想继续做大世界贸易的蛋糕，让各国获利，就需要
克服逆全球化的影响，消弭各国之间的争端，维护以世贸
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
拉履新在即，国际社会期待这位新总干事为促进多边贸
易、维护多边主义、推动世贸组织向前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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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热 点

在总干事席位空缺近半
年后，世界贸易组织（WTO）
终于迎来新的“掌门人”。2
月15日，世贸组织全体成员
在总理事会特别会议上一致
同意，任命尼日利亚前财政
部长恩戈齐·奥孔乔—伊韦
阿拉为新任总干事。

在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世
界经济、单边主义不断抬头
的当下，世贸组织新任总干
事人选的敲定具有积极意
义。国际社会期待，恩戈
齐·奥孔乔—伊韦阿拉能为
这一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组
织注入发展动能与改革活
力，使其在国际抗疫合作以
及世界经济复苏等方面发挥
更大作用。

日前，一名加拿大外交官订制带有“武
汉”拼音字样和蝙蝠图案文化衫的事件被曝
光，舆论哗然。对此，加外交部却以“误
会”一词搪塞，称“文化衫图案借鉴了某说

唱音乐组合的标志”，“没有指代蝙蝠的意思”。
这样的开脱言辞显然缺乏诚意，也根本站不住脚。众所周

知，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部分西方媒体政客频频利用“蝙
蝠”图案对中国进行污名化，为国际社会所不齿。而该涉事外交
官在加拿大驻华使馆任职多年，甚至还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韩
思乐”，不可能不了解这些图案背后的险恶用心。此外，结合其在
订制文化衫过程中闪烁其词、东拉西扯的暧昧态度，其主观恶意
更是显而易见。可以说，这起“文化衫事件”散发着熟悉的种族
主义恶臭，是个别西方人士戴着有色眼镜炮制的又一出闹剧。

病毒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反对将病毒
和特定国家、地区相联系。加拿大总理、卫生部长等政要也曾作
出类似表态。有不少线索、报道和研究表明，疫情早在2019年下
半年就已在世界多地多点出现，各国应秉持开放、透明的态度，
积极配合世卫组织进行全球病毒溯源研究。相互攻击指责不仅无
益于问题解决，还会毒化全球合作抗疫的良好氛围。作为一名职
业外交官，韩思乐显然缺乏对该问题的理性认知。近日，在中方
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世卫组织专家组在华开展全球病毒溯源研

究合作。外方专家组组长彼得·安巴雷克强调，未来仍需进一步研
究以获取更多证据，并据此探讨有关新冠病毒来源的所有假设。
这无疑是一记打在韩思乐脸上的响亮耳光。

据媒体报道，从 2020年 5月开始，韩思乐就开始四处寻找可为
其订制“蝙蝠文化衫”的企业，他恐怕都没认真看一看中国抗疫的
伟大成绩。在这场关乎全人类的疫情大考中，中国第一时间向世卫
组织和有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全力打赢国内疫情防控阻击战，尽
己所能向其他国家提供防疫物资、派遣医疗专家，坚持疫苗成为全
球公共产品，积极推动全球抗疫合作……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所说：“中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生动践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承诺。”同时，武汉作为中国抗疫斗争的主战场，更是付出了巨大
的努力和牺牲，被外媒称赞为“英雄的城市”“展示中国抗疫成就的
窗口”。

“隧道尽头有光，只要我们携手同行，终会胜利。”世卫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在2021年的新年致辞中这样呼吁。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仍
不乐观，加强全球合作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作为加拿大驻华使
馆的外交官，韩思乐本该为加中两国友好合作架桥铺路。但他却逆
时代潮流而行，肆意传播种族主义“政治病毒”，不仅违背了外交官
应有的职业素养，还损害了加拿大的国家信誉和形象，更伤害了中
国人民的感情，为中加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有句古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奉劝某些加方人士，推
托搪塞不是解决问题的应有态度。要警惕“韩思乐”式的恶行，正视
自身错误，严肃彻查此事，尽快给中国，也给国际社会一个明确交
代。将病毒标签化、将疫情政治化的种族主义言行，为国际合作抗
疫的大势所不容，也为人类的道德良知与科学精神所不容，无法强
行“洗白”。泼向他国的脏水，最终只能映照自己的丑陋。

“文化衫事件”

散发种族主义恶臭
李嘉宝

观 象 台

日前，非洲萨赫勒五国集团首脑会议在乍得首
都恩贾梅纳举行。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乍
得、毛里塔尼亚等5国总统全部参会，讨论反恐和地
区安全等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视频方
式在会上表示，尽管萨赫勒地区近期取得“有希望
的进展”，但当地安全局势恶化仍然令人担忧。

合作有进展

据路透社报道，2月16日，萨赫勒五国集团的
一份声明称，乍得已经部署 1200 名士兵参与萨赫
勒地区反恐行动。这批士兵将部署在布基纳法
索、马里、尼日尔三国交界地带。

“此次萨赫勒五国集团首脑会议主要在增强地
区兵力部署、落实萨赫勒地区发展计划和西非海
上安全问题等方面达成一些合作共识。在新冠肺
炎疫情、经济下滑和财政困难等多种叠加因素影
响下，五国能在合作上取得进展，实属不易。”中
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洪一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萨赫勒地区位于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和中部
苏丹草原地区之间，近年来饱受贫困、武装冲突
和自然灾害困扰，是现阶段非洲恐怖主义活动最
猖獗的地区。萨赫勒五国集团 2014 年成立，2017

年组建联合部队，谋求合作应对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法国于 2014 年 8 月启动“新月形

沙丘”行动 （又称“巴尔汉”行动），向萨赫勒地
区派遣部队，与当地国家协同打击恐怖和极端组
织，共计驻军5100人。

危机未解除

法新社报道称，尽管萨赫勒五国集团投入兵
力打击极端主义，极端分子依然控制这一地区大
片土地，时常发动恐怖袭击。

2月16日，古特雷斯表示，无辜民众正在为萨
赫勒地区持续不断的暴力行为付出沉重代价，200
余万人流离失所，数百万人忍饥挨饿，气候危机
影响加剧。新冠肺炎疫情使当地经济、卫生等领
域原本就很脆弱的状况进一步恶化，600余万人陷
入极端贫困。

“萨赫勒地区的安全问题错综复杂。”王洪一
认为，一是萨赫勒五国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军事
力量薄弱，难以独自应对恐怖主义挑战；二是萨
赫勒五国以非洲内陆国家为主，经济发展落后，
缺乏资金支持，疫情又为地区经济发展雪上加
霜；三是从历史来看，萨赫勒地区局势一直是大
国协调和干预的结果，当大国力量减弱时，力量

真空导致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乘虚而入。

力量待加强

在参加萨赫勒五国集团首脑会议时，法国总
统马克龙表示，法国近期无意削减部署在当地的
5100名反恐人员。

对此，王洪一表示，短时间内，没有国家可
以替代法国在萨赫勒地区反恐中扮演的角色。但
萨赫勒地区的反恐已经导致 50 名法国军人死亡，
法国国内因此出现从非洲撤军的声音。尽管此次
马克龙表示不会立即调整军事部署，但未来法国
可能会更加倚重欧盟的力量以及加大对萨赫勒地
区国家军队的培训。

萨赫勒五国集团新一任轮值主席、乍得总统
伊德里斯·代比·伊特诺在峰会开幕式上呼吁国际
社会加大资金支持，帮助萨赫勒地区发展和减
贫，从而铲除极端主义的温床。

“萨赫勒地区面临的许多挑战都是多层次且相
互关联的，应对这些挑战必须抓住问题的根源。”
古特雷斯说，除了采取措施维持安全之外，发
展、法治和善政是萨赫勒地区“稳定的基石”。各
国政府必须重新凝聚公民的信心，联合国将努力
支持这一过程。

非洲萨赫勒地区反恐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贾平凡 近日，为庆祝中国春节，乌

克兰基辅第一东方语言学校举办
了汉字书法课、中国绘画展、汉
语作文比赛、茶道表演等活动，
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学到

与春节有关的知识。
上图：学生参加庆祝春节活动。
下图：学生上汉字书法课。
谢尔盖·斯塔拉斯坚科摄

（新华社发）

乌
克
兰
校
园
里
的
中
国
年
味

图为在瑞士日内瓦，一名代表抵达世贸组织准备参加会议。 新华社/路透

图为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
新华社发 （世贸组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