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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因实施城市规划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

定，左云县人民政府决定收回县城规划范围内以下五宗国有土地使用权：

宗地一位于县政府北侧，面积 81404.88 平方米;宗地二位于云川路便民市场，

面积 1299.35 平方米;宗地三位于鹊儿山采煤沉陷区安置区以东、滨河路以南、汽

车站以西、北环路以北，面积 3339 平方米;宗地四位于和泰路与规划一路转角，面

积 8382 平方米；宗地五位于上村嘉园东侧，面积 8946.32平方米。

以上宗地四至范围以勘测定界报告为准。收回范围内各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7 日内，将《国有土地使用证》交回左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逾期不交回的，由左

云县自然资源局依法予以注销。

特此公告

左云县人民政府

2023 年 7 月 29 日

注 销 公 告
灵丘县监察学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1402006880586217）因无法正常运

营，经研究决定，终止运营，有相关未尽

事宜，请相关单位和个人尽快来办理。

联系人：王雁兵

联系电话：13097543288

特此公告

灵丘县监察学会

2023年 7月 29日

注 销 公 告
大同市工程爆破协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140200MJY404751X）因无法正常

运营，经研究决定，终止运营，有相关未尽

事宜，请相关单位和个人尽快来办理。

联系人：苑文高

联系电话：13994396639

特此公告

大同市工程爆破协会

2023年 7月 29日

遗失声明
●大同市平城区雅盼麻辣拌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2140213MA0MA1J3XX，声明作废。

●大同市平城区东启修缮服务部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王文平（身份证号：140203198011183947）不慎遗失刘怡伶于 2008 年 6

月 19日在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证，证号：M140178322，声明作废。

●张红芳（身份证号：152628198802177220）不慎遗失张睿楠于 2017 年 8

月 17日在大同友谊医院出生的出生证，证号：R140200342，声明作废。

●郝灵娟（身份证号：140225198612303447）不慎遗失陈婧怡于 2009年 12

月 14日在大同市云冈区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证，证号：J140188820，声明作废。

●大同市天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

140200110009201，声明作废。

●宋蓉不慎遗失警官证，证号：021253，声明作废。

●大同日报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山西增值税普通发票，票号：

18341479，金额：60000 元，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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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列 机 构 由 于 更址，原《保 险 许 可 证》作废，现予
重新颁发，公告如下：

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公告

中 国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 同 市
矿 务 局 支 公 司 云 冈 矿 营 销 服 务 部

声 明
大同市平城区陶园教育培训学校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140213MJY30163XC，民 办 学 校 办 学

许 可 证 ：114020270000421）因 无 法 继 续

经营，经研究决定终止办学。有相关未

尽事宜，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尽快来我校

办理。

联系人：陶美琴

联系电话：13513523109

特此公告

大同市平城区陶园教育培训学校

2023年 7月 29日

购 买 车 辆 晋 BB2819

的车主，请于见报之日起

15 日内与原车主姜明联系

（电 话 ：13753093356），到

交警队车管所办理车辆过

户手续，逾期不办理者，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此

声明。

过 户
声 明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IMF）日 前 预
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 5.2%，与 4 月
预测值持平。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大
背景下，中国经济展现出韧性。国际经
济界和学界人士表示，中国经济面对困
难和挑战，抗压能力得到检验，经济持
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依然是世界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经济韧性具有比较优势

IMF25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更新内容，预计世界经济增速将从去年的
3.5%降至今年的 3.0%，较 4月预测值高出
0.2个百分点。IMF 同时指出，世界经济
增长依然疲弱，且面临多重下行风险。

经 济 放 缓 主 要 集 中 在 发 达 经 济
体 。 IMF 预 计 发 达 经 济 体 增 速 将 从
2022 年的 2.7%降至 2023 年的 1.5%。美
国 2023 年经济增长预期为 1.8%，2024
年增速将放缓至 1.0%。欧元区今明两
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为 0.9%和 1.5%。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形势下，IMF
预计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将分别增长 5.2%
和 4.5%，在主要经济体中排名前列。

根据 IMF 最新预测，2023 年全球贸
易总额增幅仅为 2.0%，较 4 月预测下调
0.4 个百分点，增幅显著低于 2022 年的
5.2%，显示全球需求疲弱态势。与此形
成对比的是，中国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
同比增长 3.7%。

从中期看，世界经济恐难恢复新冠
疫情前的增长速度，IMF预计未来 5年世
界经济增速将保持在 3%左右。这一预期

增速远低于过去20年3.8%的平均水平。
“越来越多迹象表明，世界经济活

动正在失去动力。”IMF 首席经济学家
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指出，世界经
济尚未走出困境，面临持续挑战。

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中国研
究中心研究员塞巴斯蒂安·舒尔茨认
为，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形
势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显
示出发展韧性。

东京女子大学特任教授长谷川克
之说，在欧美国家加息、世界经济与金
融环境不确定性高企的背景下，中国经
济稳定发展对世界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抗压能力得到检验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
向好，但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和困难，
其中包括外部环境严峻复杂。

分析人士指出，美联储等发达经济
体央行激进加息不断放大全球经济金
融风险；美西方政客鼓吹“去风险”，加
紧在经贸、科技等领域推动对华“脱钩
断链”；世界经济整体低迷、外需萎缩，
也使中国经济承压。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郭生祥指出，即
便遭受重重外部牵绊，中国经济今年依
然有望实现 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
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在抵御这些外部风
险考验时，拥有强大抗压能力。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
表示，尽管中国短期内面临一些挑战，
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充满信心，因

为“中国采取了许多正确的措施支持经
济增长”。世界经济论坛调查显示，商
界人士对后疫情时代中国市场的机遇
充满期待。

“中国是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
一……我们对中国经济恢复前景非常
乐观。”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
长海赛姆·盖斯说。

一些分析人士说，面对外部挑战，
中国决策层保持战略定力，拒绝大水漫
灌，避免采取强刺激措施，使得中国财
经货币政策工具箱迄今依然充盈，具有
巨大腾挪空间。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
究员、国内发展合作部主任赵秋运撰文
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外界多次鼓吹的

“中国崩溃论”之所以一再破产，中国经
济之所以能实现增长奇迹，是因为中国
坚持立足自身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科
学制订发展规划。

“庞大的实体经济和先进的科创能
力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也是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重要因
素。”埃及经济学家瓦利德·贾巴拉表示。

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受期待

中共中央政治局 24 日召开会议，传
递出坚定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向。
会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股市普遍上
涨，体现投资者欢迎中国决策层释放的
政策信号，且对中国经济治理有信心。

瑞士 SPI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合伙人
斯蒂芬·英尼斯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为今后政策“定下了令人鼓舞的基调”。
中国有关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

环境、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信号
也受到关注。摩根士丹利认为，在人
口、债务和“去风险”等长期挑战背景
下，这对保持生产率增长至关重要。

包括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和摩根士
丹利在内的多家知名金融机构预计，今
年 中 国 经 济 将 完 成 预 期 增 长 目 标 。
IMF 分析认为，今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将达到三分之一左右。

看好中国经济前景，一些欧美知名
企业选择继续“押注中国”。

辉瑞公司和阿斯利康等西方制药
公司日前透露，企业高度重视在华业
务，已与中国企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
德国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董事
会主席康林松近期表示，将把中国这个
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作为公司从 2025
年开始的电动汽车营销活动中心。

“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法国欧
莱雅集团董事长让—保罗·安巩告诉记
者，伴随着市场进一步开放、营商环境
进一步改善以及让人充满希望的拉动
内需举措，中国正拥抱世界，同时给世
界带来机遇。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27 日电 （记者
熊茂伶 施春）

中国经济展现韧性 发展前景备受期待

中 国 援 莫 桑 比 克
医疗队造福当地民众

7 月 27 日，在莫桑
比 克 首 都 马 普 托 的 马
普托中心医院，中国医
疗队队长、胰腺外科医
生 张 浩 在 病 房 查 看 术
后患者。

中 国 援 莫 桑 比 克
第 24 批 医 疗 队 共 12
名 队 员 ，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 到 达 莫 桑 比
克 。 近 一 年 来 ，中 国
医 疗 队 带 领 莫 桑 比 克
当 地 医 疗 团 队 成 功 救
治 危 重 病 患 者 ，不 断
解 决 临 床 复 杂 疑 难 问
题 ，积 极 开 展 医 疗 新
技 术 。 他 们 的 医 者 仁
心 和 扎 实 专 业 技 能 得
到 了 当 地 医 生 和 患 者
的认可和信赖。

新华社记者 董江
辉摄

新西兰外交部长纳纳娅·马胡塔
7 月 27 日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安东
尼·布林肯会晤时说，新西兰没有考虑
加入澳英美联盟。

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澳大利亚连
续鼓动新西兰加入这一由美国主导的
小圈子。新西兰总理克里斯·希普金
斯 26 日会晤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
尔巴尼斯时说，只要不涉及核潜艇，新
方可以参与澳英美联盟防务合作。

希普金斯表示，对于澳英美联盟
“第二支柱”，包括网络战、人工智能和
高超音速导弹研发等领域合作，新西
兰对继续对话持开放态度。法新社解

读，希普金斯这番话打开了新西兰参
与澳英美联盟合作的大门。

不过，按照新西兰“新闻中心”网
站、《澳大利亚人报》网络版等媒体的
说法，马胡塔会晤布林肯时又把这扇
门关上了。

布 林 肯 27 日 告 诉 马 胡 塔 ：“ 新
西兰和其他合作伙伴可以在他们认
为 合 适 的 时 机 加 入（澳 英 美 联 盟），
大 门 向 你 们 打 开 。”马 胡 塔 回 应 ：

“ 我 得 说 清 楚 ，我 们 并 没 有 考 虑 加
入澳英美联盟。”

新西兰前外长亚历山大·唐纳 27
日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视频采访时

表示，涉核项目是澳英美联盟的“第一
支柱”，但新西兰将坚持无核区政策，
不会允许澳大利亚计划建造的核潜艇
驶入。这意味着新西兰加入澳英美联
盟将是“荒谬的”。

新西兰从 1984 年开始禁止所有
核动力或配备核武器的舰船驶入新西
兰海域。

“新闻中心”记者劳埃德·伯尔在
报道中写道：“澳英美联盟不仅与我国
的无核法律相冲突，还与我国的太平
洋无核政策相冲突。这是一个我们必
须出卖灵魂才能加入的俱乐部。”

据新华社 刁慧琳

加入澳英美联盟？新西兰外长说“ 不”

据新华社联合国 7 月 27 日电 中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27 日说，武器
禁运已不适应中非共和国形势需要，
希望安理会能够就完全解除武器禁运
采取进一步行动。

安理会当天以 13 票赞成、2 票弃权
的结果通过第 2693 号决议，决定将对
中非的武器禁运延长一年至 2024 年 7
月 31日。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张军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说，安
理会刚刚通过决议，决定安理会武器禁运
措施和报备要求不再适用于中非安全部
队，在安理会 2022年 7月通过的第 2648
号决议基础上，进一步解除对中非的武器
禁运措施。这对中非加强安全能力建设，
维护和平稳定有重要现实意义。与此同
时，决议未能满足中非和地区国家关于完
全解除武器禁运的要求，中方为此提出的

修改意见也未完全反映在案文中。在此
情况下，中方不得不投了弃权票。

张军指出，安理会对中非实施武
器禁运措施已长达 10 年。随着中非安
全部门改革、解武复员进程取得积极
进展，武器禁运已不适应中非形势需
要，对中非提升安全能力建设、维护国
家安全稳定也形成制约。中非政府多
次强烈要求完全解除武器禁运，得到
非盟等区域组织以及有关地区国家积
极支持。中方希望安理会能够继续尊
重中非关切，就此采取进一步行动。

张军说，2022年 8月，中方在担任安
理会主席期间推动发表主席声明，要求
安理会重视非洲关切，根据形势发展及
时审查、调整、取消制裁机制。安理会
要落实好主席声明要求，及时调整不必
要的制裁措施，直至完全解除。

中国代表表示

武 器 禁 运 已 不 适 应
中 非 共 和 国 形 势 需 要

新华社日内瓦 7 月 28 日电 （记者
王其冰）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27 日 发 布

《2022 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警示，亚
洲升温速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991
年至 2022 年亚洲变暖趋势几乎是 1961
年至 1990 年的两倍。

报告显示，2022 年亚洲平均气温
比 1991 至 2020 年平均气温高出约 0.72
摄氏度，而亚洲 1991 年至 2020 年的气
温 平 均 值 比 国 际 气 象 组 织 1961 年 至
1990 年气候变化参考期的平均值高出
约 1.68 摄氏度。此外，过去 40 年来亚

洲高山地区的冰川量大幅减少，并且损
失还在加速。2022 年异常温暖和干燥
的气候加剧了大多数冰川的损失。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表示，
2022 年亚洲许多地区经历了比正常情
况更干燥的天气和干旱。此外，由于
2022 年异常温暖和干燥，亚洲高山地
区的大部分冰川出现了严重损失。这
将对未来的粮食和水安全以及生态系
统产生重大影响。

该报告是世界气象组织区域气候
状况系列报告之一。

亚洲升温速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欧洲中央银行27日召开货币政策会
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
个基点。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欧元区通胀
率有所下降，但仍可能在较长时间内超过
2%的中期目标。欧元区经济前景呈恶化
趋势或并不能使欧洲央行停下加息步伐。

欧洲央行在 27日发布的公告中说，
欧洲央行将以通胀率数据为依据，让欧元
区关键利率达到足够高的限制性水平，并
在必要时维持在这个水平，促使通胀率回
落。根据公告，欧洲央行决定将最低准备
金利率定为 0，通过减少为准备金支付利
息，让货币政策充分传导至货币市场。

自去年7月开启加息进程以来，欧洲央
行已连续加息九次，共计加息425个基点。

根据欧洲央行27日发布的货币政策
声明，工资上涨和企业强劲的利润率已取
代外部因素，成为现阶段推高通胀的主要
因素。欧洲央行呼吁成员国政府及时取
消能源价格补贴，以避免推高中期通胀压
力，否则需采取进一步的货币紧缩政策。

从近期公布的欧元区经济数据来
看，持续实施的紧缩货币政策正在影响
该地区经济，导致欧元区经济增长疲软，
未来面临下行风险。越来越多专家警
告，欧洲央行应避免过度紧缩。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表示，欧
元区经济增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而近
期经济前景恶化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疲

软。高通胀和融资条件收紧正在抑制支
出，此举对制造业构成压力，而制造业又
受到外部需求疲软的影响。此外，住房
和商业投资也显示出疲软迹象。

德国贝伦贝格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霍尔格·施米丁表示，虽然目前还没有
出现严重衰退的迹象，但货币政策存在
时滞，欧洲央行此前对通胀风险反应并
不及时，现在则应该不要犯过度收紧货
币政策的错误。

欧洲央行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 9
月举行。荷兰国际集团ING宏观研究部
负责人卡斯滕·布热斯基认为，从对通胀
变化的表述来看，欧洲央行加息周期仍
未结束，而不断恶化的经济前景令市场
担忧加剧，不排除9月暂停加息的可能。

德国中央合作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米夏埃尔·霍尔施泰因指出，如果工资
强劲上涨导致物价上涨压力持续增加，
即使经济疲软，欧洲央行也将不得不在
秋季进一步加息。

欧盟统计局 6 月 30 日公布的初步
统计数据显示，欧元区 6 月通胀率按年
率计算为 5.5%，低于 5 月的 6.1%。从国
别来看，6 月欧盟主要经济体德国、法
国 、意 大 利 和 西 班 牙 通 胀 率 分 别 为
6.8%、5.3%、6.7%和 1.6%。

新华社法兰克福 7 月 27 日电 （记
者 邵莉）

通胀压力大 欧洲央行加息难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