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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 邹多
为）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
足轻重。围绕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促进特
色优势产业发展、筑牢国门安全屏障、支持打
造一流口岸营商环境等四个方面，海关总署
5日出台15项措施支持新时代进一步推动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具体措施包括：支持确有需要且符合条
件的地区按规定程序申请口岸开放或扩大开
放；探索创新江海联运、铁海联运等海关监管
便利化措施；支持成都、重庆、昆明、西安、乌
鲁木齐等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加大特色农食
产品品牌培育力度，推动蔬菜、水果、茶叶、中
药材、酒类等优势特色产品扩大出口；支持保
税研发、保税维修、保税再制造、保税展示交
易、融资租赁等新业态在西部地区落地；支持
西部地区海关与地方共建口岸传染病联防联
控机制；加强核生化爆、武器弹药、毒品等领
域打私联合整治；支持更多海关改革举措优
先在西部地区复制推广等。

利好来了！
海关总署出台15项措施
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

据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 樊曦）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月5日
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安排
图定旅客列车 13028 列，较调图前增加 230
列；开行货物列车22859列，较调图前增加91
列，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
进一步提升。

全国铁路
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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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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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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念六：气候谈判能否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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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念五：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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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念四：多国政局如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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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念三：俄乌和谈成效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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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念二：美国变量影响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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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念一：中东乱局走向何方

▲1月5日拍摄的引江补汉工程首台双护
盾硬岩掘进机“江汉平安号”掘进施工现场。

1月5日，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江汉水网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联合中铁装备、中铁三局
共同研制的引江补汉工程首台双护盾硬岩掘
进机“江汉平安号”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顺
利掘进始发。“江汉平安号”双护盾硬岩掘进
机开挖直径 11.93 米，总长约 180 米，工作时
可实现掘进作业和管片安装同步进行。

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
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加快构建国家水
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标志性工程。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我国自主研制双护盾
隧道硬岩掘进机投用

□新华社记者
刘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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