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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央银行日前发布报告称，在
经济前景日益暗淡和各国政府提高利率
抗通胀的双重作用下，欧洲陷入技术性
衰退的风险已大大增加。

专家指出，欧洲调控措施短期性、
应急性强，今年冬天欧洲可能不会出现
严重能源断供。但欧洲各国政策缺乏协
同，内部仍存明显分歧。长期来看，欧
洲经济能否脱困，还受到能源转型进
度、地缘政治局势等多重因素影响。

环 球 热 点

欧洲经济严冬中寻出路
本报记者 林子涵

泛
化
﹃
国
家
安
全
﹄
治
不
好
英
国
科
技
焦
虑

□

李
嘉
宝

观 象 台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政府日
前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中企闻泰科技
的全资子公司——安世半导体出售被其
收购的英国纽波特晶圆厂至少 86%的股
份。英国商务大臣格兰特·沙普斯宣称，
中方控制公司存在“与技术和知识产权有
关的风险”，“可能会损害英国的能力”。

据路透社报道，安世半导体对所谓
“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驳斥，称之前两
次 安 全 评 估 均 未 发 现 英 方 口 中 的“ 风
险”。安世半导体英国分公司总经理托
尼·凡尔赛还在一份声明中呼吁推翻这项
错误的撤资令，保护纽波特晶圆厂500多
个工作岗位。

扯出“国家安全”旗号打压中国企
业，英国的类似操作不止一次。今年 7
月，英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一
家中企从英国收购与视觉传感技术相关
的知识产权。2020年7月，英国还紧随美
国对华为的制裁令，决定对华为5G设备
和服务进行限制。英国牛津研究院调查
显示，限制华为这样的关键设备供应商
进入英国5G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将导致
未来 10 年英国相关网络部署成本提高
9%—29%。

拿不出确凿证据甚至屡屡被“打
脸”，英方某些人还要一意孤行泛化“国
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干扰中
国企业在英国的正常投资合作，其背后
原因至少有三——

一是强烈的科技焦虑感。随着中国
科技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和一些新锐企业
的涌现，一些英政客和产业界人士出现

“心态失衡”，试图通过打压中企挽救自
身不断下滑的竞争力，为本国企业赢得
更多市场铺路。

二是错误的对华认知。英国部分反
华政客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发展，试
图通过抹黑中企给中国“泼脏水”，以毒
化英国社会和产业界的对华认知，趁机
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

三是被美国的霸凌政策“带了节奏”。
今年6月，《华尔街日报》披露，在英国决定
对安世半导体收购案进行审查之前，美国
驻英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对英方进行了
游说。英国前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负责人
曾爆料称，2019年英国政府决定同华为开
展合作后，美国曾派官员赴英，“向英方代
表咆哮5个小时”，迫使英国改变政策。英
国前商务大臣凯布尔也曾公开表示，英国
政府禁止使用华为5G设备和服务的决定
是迫于美国的压力。

英方该好好权衡，以莫须有的“风
险”为借口，采用政治手段打压别国企
业，对自身来说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

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和“脱欧”
等多重因素影响，英国经济前景黯淡，
通胀率飙升，失业率高企。英国政府打
压中国企业的种种行径，严重违背了市
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损害了自
身信誉和国际形象，更向国际投资者释
放出错误信号，让外界对英国自诩的公
开透明营商环境产生怀疑，对英国经济复苏发展有百弊而无
一利。有公司近日就指出，英国政府对安世半导体的决定说
明，“英国已经向商业关闭了大门”。

就中英经贸关系而言，中英经济高度互补，两国合作的
本质是互利共赢。2021年，中国是英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
英双向直接投资存量达478亿美元，尤其是中国对英投资增长
246%，成为双边经贸合作的新亮点。在英中企与当地社会深
度融合，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为当地直接或间接创造了大量
工作机会。两国企业间相互投资属于正常商业行为，为两国
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应被政治化或人为干扰。英国

《金融时报》 近日刊文称，“缺乏与中国打交道的能力，本身
就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呼吁政府加强与中国对话，减少

“实施被误导的贸易和外交政策的风险”。
面对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大势、直面当下经济复

苏的多重挑战，英国该如何实现“全球英国”的发展目标？
是筑起“小院高墙”，还是坚持开放融通？是时候想清楚了。

从 11 月 24 日起，韩国将进一步扩大一次性用
品的限制使用范围，大幅增加咖啡店和便利店等营
业场所禁止使用的一次性用品的种类，韩国环境部
还为此设立为期一年的执行过渡期。

根据韩国环境部不久前公布的一份资料，近 5
年来，韩国主要连锁咖啡店和快餐店年均使用 8.7
亿个一次性杯子，但回收率不到 30%。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连锁店的一次性杯子使用量进一步上
升，去年超过10亿个。韩国政府为此不断加大对一
次性用品使用的限制力度。自今年 4 月 1 日起，韩
国政府出台政策，禁止全国咖啡店、餐厅等餐饮服
务门店向堂食顾客提供杯子、盘子、筷子等一次性
用品，范围包括18个品类。

韩国各地方政府不遗余力促进绿色消费，减少
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去年11月起，首尔市政府与20
多家咖啡店携手，共同打造无一次性杯子门店。消
费者在这些咖啡店打包饮品时，只能使用可重复使
用的杯子，并额外支付押金。消费者将用完的杯子
返还至店内专门设立的回收设备后，即可拿回押
金。返还的杯子由专业洗涤企业进行回收、清洗、
消毒等，实行严格的卫生管理，然后重新供应给咖
啡店。首尔市政府计划今年进一步扩大参与该项目
的咖啡店数量，倡导首尔市内咖啡连锁店全面使用
可重复使用的杯子。

为响应政府号召，济州岛一家名为“蓝色杯”
的公益创业企业还推出了共享保温杯服务。“用

‘蓝色杯’开启济州环保之旅吧！”在济州国际机场
到达大厅的一家咖啡店前，一块蓝色标语牌十分引
人注目。咖啡店内的消毒柜中整齐摆放着一排排蓝
色共享保温杯，游客只需用韩国的即时通信软件扫
码，便可在7天内免费使用。济州岛内已有42家咖
啡店提供租借和退还共享保温杯服务，并为使用共
享保温杯购买饮料的游客提供不同程度的优惠。

“我们希望通过共享保温杯传递环保理念，让
来济州岛的游客积极践行绿色消费。”“蓝色杯”企
业负责人韩静姬介绍，为了保证共享保温杯的卫
生，保温杯采用便于清洗的无死角设计，企业会对
回收的保温杯进行清洗和消毒，之后再发放给合作
的咖啡店，杯子被租借前一直存放在消毒柜中。

韩国环境部表示，自今年12月2日起将把济州
道和世宗市作为试点，针对门店数量超过 100家的
各类连锁品牌店实施一次性杯保证金制度，提高一
次性杯子的回收率。届时，消费者在相关连锁店购
买饮品时，如使用一次性杯子，需额外缴纳每杯
300 韩元 （1 美元约合 1350 韩元） 的押金，待杯子
回收后退还押金。为了方便消费者返还杯子，政府
将在公共场所额外设置一次性杯子无人回收机。

（本报首尔电）

韩国积极促进绿色消费
本报记者 马 菲

韩国积极促进绿色消费
本报记者 马 菲

荷兰比斯博斯国家公园位于欧
洲两大河流——莱茵河和默兹河的
河口，面积超过8000公顷，是欧洲
大型淡水潮汐湿地。该地区河流、
小岛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是迁
徙鸟类的重要停留地。游客可以通
过徒步、乘船、骑行等多种方式领
略这里的湿地风光。图为日前拍摄
的比斯博斯国家公园风光。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环 球 掠 影

湿地风光
诗意盎然

多举措纾解困境

欧洲经济当前面临多重不利因素，
高通胀仍是首要难题。欧盟统计局日
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 月，欧盟和
欧元区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 11.5%和
10.6%，高于9月的10.9%和9.9%。

能源问题持续影响欧洲通胀走
势。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欧对俄
罗斯制裁不断升级。受此影响，俄罗
斯对欧洲能源出口骤降，同时全球供
应链更趋紧张，能源与食品价格持续
高位波动。欧洲能源与食品高度依赖
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推高欧洲通
胀水平。据伦敦洲际交易所数据，素
有欧洲天然气价格“风向标”之称的
TTF基准荷兰天然气期货价格虽然近3
个月来震荡下跌，但当前价格仍是两
年前同期的约7.7倍。

由于天然气和电价暴涨，不少欧
洲企业被迫减产或停产，铝、锌冶
炼、钢铁、化肥等能源密集型产业受
打击尤为严重。部分企业受能源和原
材料价格上涨影响，甚至出现产能外
移现象。标普全球的最新数据显示，
11 月，衡量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活
动的综合PMI指数为47.8，连续5个月
低于荣枯线。

电费、燃气费及食品开销大增，加
剧欧洲民生困境，削弱居民购买力。据
欧盟委员会 11 月 22 日数据，欧洲消费
者信心指数仅为负 23.9。俄罗斯战略
文化基金会网站援引分析师评论称，该
数据比上世纪 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和
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糟糕。

为抑制高通胀，欧洲央行年内已
累计加息 200 个基点。欧洲央行行长
拉加德日前表示，预计欧洲央行还将
继续提高利率，以使通胀率降至2%的
中期目标。

针对能源困局，欧洲提出了开源、
节流、补贴、征税、限价等多种方案。

美国 《财富》 杂志网站报道称，

欧洲各国采取紧急行动，补充天然气
储备，从美国和中东进口了大量液化
天然气。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报
道称，欧洲国家正与非洲最大天然气
出口国阿尔及利亚加强合作。此外，
欧洲还向东地中海、中亚等地区出动
出击，达成多项能源协议。

《纽约时报》 报道称，为节约能
源，法国推出了自上世纪 70年代石油
危机以来最大规模的节能计划，包括
规定家庭住宅、公共场所的供暖温度
上限、对街头照明广告进行限制等。
英国 《卫报》 称，为应对能源危机，
德国汉诺威将切断公共建筑、游泳池
及体育馆等地的热水供应。

9月30日，欧洲理事会正式批准有
关控制能源价格的议案，具体措施包
括：欧盟成员国在今年12月1日至明年
3月 31日期间主动减少 10%的用电量，
并在用电高峰时段强制减少5%的用电
量；对能源企业的超额利润征税、对用
电的家庭和企业提供财政补贴等。

11月 22日，欧盟委员会提议，从
明年 1 月起实施天然气限价机制。一
旦欧洲市场天然气价波动满足触发条
件，该机制将把天然气价格上限设在
每兆瓦时 275 欧元。此前，匈牙利、
捷克等国政府已对燃油、天然气等实
施了限价措施。

措施短期性、应急性强

“导致欧洲通胀高企最主要的因素
是能源价格上涨。欧洲希望通过收紧
货币政策抑制经济活动扩张，进而减
少对能源的需求，缓解能源价格上涨
态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
研究所研究员刘明礼对本报记者表
示，“当前，欧洲各国在拓展能源供应
和节约能源这两点上已基本达成共
识。各国均认为，须尽快通过各种办
法保障能源供应，使欧盟能源进口来
源多样化。同时，尽量降低需求，在
自愿基础上减少能源使用。”

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数据显示，截
至 11 月 22 日，欧盟天然气储量已达到
总容量的94.84%。德国（99.38%）、法国

（98.88%）、意大利（94.04%）等国家储气
量均超过90%，比利时达到100%。

“当前，欧洲多数国家的天然气储
备量较为充足。加之欧洲今年的暖冬
现象，对天然气的需求可能不会超过
预期。今年冬天，欧洲出现严重能源
荒的概率不大。”刘明礼分析，“但欧
洲大规模从其他渠道寻找能源，肯定
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进而对经济及国
民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严少华对本报记者表示，为应对
当下困局，欧洲频繁运用货币、财政
政策两大宏观调控杠杆，出台的纾困
措施有明显的短期性、应急性特点，
出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情况。

布鲁盖尔研究所数据显示，2021
年9月至2022年9月，欧洲各国政府为
家庭和企业提供了大量财政补贴，总
额达 5314亿欧元。其中，英国政府相
关补贴方案金额共 1784亿欧元，相当
于英国GDP的6.5%，比例远超其他欧
洲国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
国也拿出GDP的约3%用于财政补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
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孙彦红向对
本报记者表示，基于欧盟发布的应对
能源危机的“国家援助临时框架”，欧
洲各国均出台了较大规模的应急纾困
举措。但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欧洲各国政府债务已经历过一轮
大幅飙升，针对能源危机和高通胀的
大规模补贴会使各国公共财政状况进
一步恶化。

长期面临多重考验

欧盟委员会在日前发布 2022 年秋
季经济预测报告称，在不确定性上升、
能源价格高企、家庭购买力承压、融资
条件收紧等情况下，欧盟、欧元区和大

多数成员国经济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
陷入衰退，明年第一季度经济活动将继
续萎缩。欧委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
斯基斯表示，这是欧盟经济的一个转折
点。欧洲各国人民艰难应对生活成本
上升，企业正失去竞争力。

严少华认为，当前，欧盟成员国
应对危机时的具体措施依然缺乏协
同。各国政府各有考虑，自行其是，
表现出“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态度，
这会使欧盟层面出台的纾困举措效果
大打折扣。

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
日前刊文表示，欧盟内部在能源改革的
范围、推迟能源转型以确保能源供应、
能源价格控制等方面存在分歧。在财
政可持续性问题上，南北欧的想法也有
差异。这种分歧背后是关于欧洲长期
增长模式的辩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
不能再像以前欧洲面临危机时那样，仅
靠财政紧缩和刺激出口纾困，而是需要
制定更加一体化的工业、能源和技术政
策，进而加强欧盟的战略自主性。

“中长期而言，出于保证财政可持
续性、维护社会公平、加速推进能源
转型的考虑，欧洲国家的纾困措施预
计会逐步向规模适度、更有针对性、
更具战略性的应对措施转变，特别是
更精准地支持贫困群体和受危机冲击
最严重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同时加大
力度激励可再生能源发展和促进工业
节能。”孙彦红说。

“长远来看，欧洲经济要想充分扭
转颓势，很大程度上还要看地缘政治
局势走向。地缘政治紧张会导致欧洲
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更大危机，影响欧
洲能源稳定和通胀预期，加剧欧洲经
济的外部风险。其中，值得注意的
是，英国经济的脆弱性，可能引发欧
洲大陆经济和金融不稳定风险。”严少
华说，“欧美关系也是影响欧洲经济脱
困的重要因素。当前，欧美围绕 《通
胀削减法案》 产生摩擦，或将深刻改
变欧洲工业结构，导致欧洲持续面临

‘去工业化’挑战。”

图为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大厦。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图为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大厦。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