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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马晓澄

出境游咨询量和订单量暴增、多个

省份包机出海抢单、企业外出洽谈业务

积极性高涨、多个外企投资项目已经提

上日程或者开始动工……种种迹象显

示，中国经济的活力正在加速释放，前

景光明的中国经济正成为全球经济发

展的“定海神针”。

在过去三年，中国始终强调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努力用最小的

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

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过去

三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4.5%，增速

远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 1.8%，也高于

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 1.6%、0.7%和-

0.3%。

去年底到今年初，随着疫情防控措施

不断优化，促进人员、资本、技术等多种生

产要素流动的因素不断叠加。工厂机器

轰鸣，服务业的人气在迅速回升，消费也

在加速反弹。最新数据显示，1月份中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1%，比

上月上升3.1个百分点。这是连续3个月

收缩后，制造业PMI重返扩张区间，表明

中国经济景气水平明显回升。

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且长期

向好，这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也是面对

各种艰难险阻、重大挑战的底气。当前，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随着

各项政策的持续发力，中国经济稳步回

升，潜能持续释放，将为世界经济注入信

心和力量。

近期，多个国际机构纷纷调高中国经

济增长预期，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讨论不

断增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中国

经济增长预期从 4.4%大幅上调至 5.2%。

摩根士丹利近期把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

预期上调0.3个百分点至5.7%。高盛集团

认为中国当下市场回升不仅是消费和服

务贸易恢复，更是“跨越许多产业、基础更

加广泛的增长恢复”。

国际舆论看好中国经济巨大潜力和

重大贡献。欧洲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东方

汇理认为，中国今年为国际企业提供了

“最大的确定性”，强劲的增长和反弹是最

大的确定性，唯一的“不确定性”是增长的

程度和速度。IMF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

奥利维耶古兰沙认为，中国 2023 年对全

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远超美国和欧

盟。也有外国商界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将

为世界带来惊喜。

在世界经济论坛 2023 年年会期间，

与会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

控政策将显著降低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

性。国际社会和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前

景持乐观态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

心,不断回暖的中国经济也必将为全球经

济平稳发展带来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

王优玲）记者6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了解到，我国将开展城市公园绿

地开放共享试点，鼓励各地增加可

进入、可体验的活动场地，完善配套

服务设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搭

建帐篷、运动健身、休闲游憩等亲近

自然的户外活动需求。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的

通知要求，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组织本地区

有关城市开展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

点工作，试点时间为 1年。其中，南

方地区要应试尽试，逐步扩大公园

绿地开放共享区域。其他地区可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试点城市，合理确

定开放共享区域。各地要以点带

面，不断推动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各试点城市要梳理公园绿地中

的空闲地、可供游憩活动的草坪区

和林下空间等，及其周边服务设施

配置情况，建立可供开放共享的绿

地台账，科学编制试点实施方案，积

极开展相关探索，因地制宜拓展公

园绿地开放共享新空间。

通知强调，开放用于游憩活动

的草坪区域要根据植物生长周期和

特性，推广地块轮换养护管理等制

度，避免植被被过度踩踏影响正常

生长。鼓励各地拓展开放共享的绿

地类型，增加绿色活动空间。

中国释放经济潜能为世界注入信心

新华社北京 2月 6 日电 （记

者 黄垚）中国气象局 6 日发布的

《2022年中国气候公报》显示，2022
年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暖干气

候特征明显，旱涝灾害突出。

据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

介绍，2022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

偏高 0.62摄氏度，为 1951年以来历

史次高，春夏秋三季气温均为历史

同期最高。全年除吉林、广西、海南

3省（区）气温较常年偏低外，其余

省（区、市）气温均偏高，甘肃、湖北、

四川和新疆气温为 1961 年以来历

史最高。

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极端高

温事件站次比为 1.51，较常年偏多

1.39，为 1961年以来历史最多。年

内，全国共有 901个国家气象站日

最高气温达到极端事件监测标准。

从降水看，2022年全国平均降

水量 606.1 毫米，较常年偏少 5%，

为 2012 年以来最少。全国平均降

水日数为 94.3 天，较常年偏少 7.4
天，为 1961 年以来最少。降水阶

段性变化明显，冬春季降水偏多，

夏秋季偏少，夏季平均降水量为

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少。

公报还显示，2022年我国旱情

总体偏重，区域性和阶段性干旱明

显。华东、华中等地出现阶段性春

夏连旱，南方遭遇严重夏秋连旱，

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此外，

年内暴雨过程频繁，华南、东北雨

涝灾害重，珠江流域和松辽流域出

现汛情。

■新华社记者 李雯

2022年1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

金山分校承认，该校人员曾于上世纪利用

囚犯开展“不道德医学试验”；2022 年 10
月，美国费城市政府就上世纪在一所监狱

里开展“不道德医学试验”道歉；2010年10
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一项性病秘密

人体试验向危地马拉道歉……

多年来，每隔一段时间，美国就有新的

人体试验丑闻曝光。这些试验突破道德底

线，给医学史刻上永远的伤疤，就像时任危

地马拉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曾谴责的那

样是“违背人性的犯罪”，也“揭示了美国医

学道貌岸然下的唯利是图”。

“黑暗的印记”

上世纪 70年代，当艾伦·霍恩布卢姆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监狱系统担任文

化教员时，他立即注意到高墙后面一些不

寻常甚至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在位于费

城东北部的霍姆斯伯格监狱里，许多囚犯

的背上“打着补丁”或裹着包扎纱布。霍恩

布卢姆后来惊愕地发现，这些人是该监狱

长期人体试验活动的“小白鼠”。

“这是费城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的印

记。”霍恩布卢姆日前在霍姆斯伯格监狱外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霍姆斯伯格监

狱是上述不道德人体试验的现场之一，霍

恩布卢姆1971年到费城监狱系统工作。

历史记录显示，1951年至 1974年，该

监狱数百名囚犯成为人体试验对象，被故

意暴露于药品、病毒、霉菌、石棉甚至二噁

英中，用于皮肤病、生物化学和制药研究，

研究“赞助方”包括美国知名医药公司和军

方。

霍恩布卢姆说，霍姆斯伯格监狱“可以

说是（当时）美国最大的人体试验中心”，试

验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员阿尔伯特·

克利格曼主持，研究对象绝大多数是非洲

裔囚犯。“这些囚犯绝大部分人没怎么受过

教育”。他们没有被告知体内注射了什么

或身上涂抹了什么。为换取微薄报酬，他

们要忍受皮肤瘙痒、起疹以及发烧等各种

症状，有些人还发生了性情变化，但没人帮

他们治疗这些副作用。

“当克利格曼走过监狱大门时，他看到

的不是囚犯，不是人，而是他口中的‘一亩

亩皮肤’——这些人处于社会经济的最底

层。”霍恩布卢姆对记者说。1993年，霍恩

布卢姆放弃了在费城警长办公室的工作，

以研究和曝光这段“黑历史”。他将自己有

关该监狱人体试验的第一本著作起名为

《一亩亩皮肤：霍姆斯伯格监狱人体试

验》。这本书 1998年出版后轰动一时，一

些曾经的人体试验受害者这才明白自己经

历了什么。

后来，霍恩布卢姆遇到了非洲裔男子

爱德华·安东尼——霍姆斯伯格监狱的“小

白鼠”之一，将他的遭遇写成关于该监狱的

第二本著作《被科学惩罚：一个黑人在美国

入狱服刑的故事》并于2007年出版。霍恩

布卢姆说，这些试验“基本上毁了安东尼的

生活”，他像其他受害者一样，对美国的“医

生以及医疗机构极度不信任”，因为他们看

到自己如何被利用甚至被虐待，如同亚拉

巴马州“塔斯基吉梅毒研究”的受害者那

样。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对美国黑人来说

是一段可怕的记忆。自1932年起，美国卫生

部门官员在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以“免费治

疗梅毒”为名，征集600名黑人男子作为试验

对象，包括399名梅毒感染者和201名作为

对照组的健康人，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

害。曾参与这项试验的护士尤妮斯·里弗斯

说，患者们免费接受的所谓“治疗”，实际上

不过是几片维生素或阿司匹林药片，甚至在

青霉素被广泛用于治疗梅毒后仍是如此。

试验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些患者不接受任

何治疗，以保证研究的“连贯性”。

这项研究直到 1972年被媒体曝光后

才被迫终止，当事人被隐瞒真相长达 40
年，许多受害者及其亲属付出了健康乃至

生命的代价。在 1972年美国媒体首次披

露这一丑闻时，参与试验的患者中已有 28
人直接死于梅毒，约100人死于并发症，40
人的妻子受到传染，19名子女在出生时就

染上梅毒。

近年来，类似案例还在陆续被曝光。

2022年12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

发布报告称，该校两名皮肤病学家20世纪

六七十年代曾在旧金山附近一座监狱的医

院里进行了数十次“不道德医学试验”，包

括把杀虫剂和除草剂外敷在受试对象皮肤

上或以静脉注射方式注入体内。校方承

认，在让囚犯知情并获得其同意方面，这些

试验“存在问题”。

伸向世界的“黑手”

2010年 10月 1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

马致电时任危地马拉总统科洛姆，就60余

年前一项秘密人体试验道歉。

原来，1946至 1948年间，美国研究人

员在危地马拉的监狱里进行人体试验，在

受害者不知情或未经受害者允许的情况下

故意让他们感染梅毒和淋病。试验对象随

后接受青霉素治疗，以测试青霉素是否有

治疗或预防效果。直到2009年，有医学史

专家在梳理已故美国医生约翰·卡特勒留

下的资料时，才发现这段危地马拉监狱内

的惊人历史。

2011年，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

委员会发布报告承认，20世纪 40年代，美

国研究人员在明知违反伦理标准的情况

下，故意让危地马拉1300多名囚犯和精神

病患者感染梅毒等性病。在试验过程中，

共有83名试验对象死亡。

参与受害者对美方诉讼的危地马拉医

疗调查员巴勃罗·维尔纳对新华社记者说，

这一秘密人体试验不仅直接危害受害者自

身的身心健康，也直接危及其后代。一些

受害者的后代因脑损伤，会出现行为紊乱、

精神分裂以及其他精神或心理疾病。

“我们发现不少梅毒患者的子女受到

直接影响。有些人容易发生早期流产，许

多人无法生育子女。很多孩子一出生就感

染梅毒，一些孩子长到三四个月就夭折。”

维尔纳说。他说，许多受害者或其家属至

今仍未得到应有赔偿。

尼日利亚政府起诉美国制药巨头辉瑞

公司案也曾广受关注。1996年 4月，尼日

利亚北部卡诺州暴发麻疹、霍乱和脑膜炎

疫情，造成3000多人死亡。辉瑞公司向这

一地区派出“志愿医疗队”，在此过程中对

约 200名儿童进行了抗脑膜炎新药“特洛

芬”的药物试验。此后，尼日利亚政府指控

辉瑞公司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进行这项试

验并造成 11名儿童死亡，其余 181名儿童

留下耳聋、脑损伤、失明、瘫痪等后遗症。

辉瑞否认所有指控，表示有关计划当时获

得尼政府批准，并称造成这些后遗症的是

脑膜炎而非“特洛芬”。2009年，双方达成

和解，辉瑞同意支付 7500 万美元，其中

3500万美元用于赔偿受害者。

尼日利亚科学院前院长、病毒学家奥

耶瓦莱·托莫里告诉新华社记者，他对那场

悲剧印象深刻，这种事本不该发生。在托

莫里看来，辉瑞当年在尼日利亚儿童身上

做药物试验是乘人之危，因为患儿父母求

医心切。“他们（辉瑞）来这里开展不符合医

学伦理规范的药物试验。他们声称试验对

象对药物试验的可能结果充分知情并且接

受，但这不是真的。他们显然很不恰当地

利用了疫情的严重性以及试验对象父母的

无知。”

到了21世纪，这种不道德人体试验依

然在发生。2017年，美国维护人权医生组

织发布调查报告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

“9·11”事件后实施“非法、不道德”的所谓

“强化审讯”研究，由医学专业人员设计和

试验包括水刑、睡眠剥夺在内的各种“酷刑

技术”，收集数据以研究刑讯效果，并将“研

究成果”用于对被关押人员的审讯。在报

告所列举的一个案例中，对一名被关押者

的刑讯手段极为残酷，以至于团队工作人

员被警告要“为以前从未见过的事情做好

准备”，甚至其中有些人因受到强烈刺激而

哽咽、哭泣。

2022年以来，俄罗斯披露了美国在全

球资助或控制数百个生物实验室的消息，

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其中一些实验室

也被指控进行人体试验并导致人员死亡。

俄罗斯微生物学家伊戈尔·尼库林说，世界

上只有一个国家在他国领土上操控数百个

军事生物实验室，并为此花费数十亿美元，

那就是美国。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希

尔说，美国在全球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秘而

不宣，外界对它们的目的和运行状态一无

所知，这些有军事背景的神秘实验室对世

界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一些历史案例表

明，美国操控的生物实验室出现过安全问

题，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违背人性的犯罪”

美国开展的上述不道德人体试验违反了

医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不伤害。国际上

关于医学人体试验的《纽伦堡法典》和《赫尔

辛基宣言》等文件，都明确了相关原则。

美国纽约大学生物伦理学家阿瑟·卡

普兰说，针对二战中纳粹在集中营进行人

体试验的罪恶行径，战后制定的《纽伦堡法

典》规定，在人体上进行试验必须获得试验

对象同意。这是对人的尊严和自主权的根

本尊重。

“美国医学界当初不顾《纽伦堡法典》

的约束，认为这些规范是科学探索进程中

的障碍，就没有遵守。”霍恩布卢姆说，“一

些非常‘聪明’的人抛开医学伦理，把它当

作束缚或问题，这就是美国监狱等机构中

有那么多人被当作试验品的原因。”

美国维护人权医生组织指出，中情局

刑讯技术效果研究计划是在未经被关押者

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美国医学专业人员

在为酷刑这一犯罪行为提供支持的过程中

又犯下另一项罪行，即在被关押者身上进

行人体试验。这是《纽伦堡法典》制定以来

“美国医学专业人员违反医学伦理最严重

的行为之一”，也“违反美国法律和国际

法”。

曾跟踪调查美国在危地马拉秘密人体

试验的社会调查工作者克拉拉·德派斯表

示，进行这些试验的美国医学人员未警告

试验对象可能发生的危险与隐患，这些试

验违反了《赫尔辛基宣言》的基本原则。危

地马拉时任总统科洛姆更是直斥这些试验

是“违背人性的犯罪”。

托莫里认为，辉瑞当年在尼日利亚的

试验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药物试验的

规范，也违反了医药企业应遵守的医学伦

理。相关赔偿对辉瑞来说算不上很大损

失，但这一事件给尼日利亚民众留下长久

的痛苦记忆，不少当地人至今仍记忆犹新，

对外国药物和疫苗仍心存疑虑。这甚至影

响到尼政府开展的历次疫苗接种行动，包

括新冠疫苗接种。

归根结底，不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其

他国家，进行秘密试验的许多美国研究者并

没有把试验对象当作平等的人来看待。

“这些囚犯基本上被遗忘了，就像实验

室里的小白鼠、狗，或是猴子、猩猩。”霍恩

布卢姆在谈到霍姆斯伯格监狱的人体试验

受害者时这样说。

德派斯指出，美国研究人员对危地马拉

人极度不尊重，在试验记录中将其称为“低

等人”。“（危地马拉方面提起的诉讼）悬而未

决，因为危地马拉和美国的关系不平等。”德

派斯说，“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两国关系

上，也体现在美国公司与危地马拉政府打交

道的过程中，更不用说受影响的群体，也就

是那些弱势和不受尊重的群体。”（参与记

者：孙丁、张墨成、赵冰、郭骏、吴昊、朱雨博、

谭晶晶）（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永远的伤疤
——起底美国违背人性的人体试验

2022年我国
暖干气候特征明显

我国将试点城市
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本报社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学进路300号 邮政编码：201315 总机：021-38982900转各部门 广告经营许可证：3101520080003 印刷：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