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南亞版2023年1月19日（星期四）國 際 新 聞5 ◆責任編輯：周文超

全
球
經
濟
危
機
更
顯
加
強
對
話
重
要

冬
季
達
沃
斯
世
界
經
濟
論
壇
年
會
重
開

聚
焦
5
大
議
題

近年來美國在對華政策上大搞脅迫外
交，反覆施壓西方盟國限制光刻機等高科
技產品對華出口。擁有全球最大光刻機企
業阿斯麥公司（ASML）的荷蘭，曾多次
對美方施壓表示不滿。荷蘭外貿與發展合
作大臣施賴納馬赫爾近日在本國政論節目
Buitenhof上表示，荷蘭不會草率同意美國
去年10月提出對中國出口芯片製造技術的
新限制，「不會因美國施壓便必須同
意」，還稱「與中國脫鈎是一種幻想」。

荷蘭首相呂特17日訪問美國，與美國總
統拜登討論關於對華芯片技術出口的政策
問題。施賴納馬赫爾表示，「我們已與美
國人談了很長一段時間，但他們在去年10
月推出了新規定，這改變了競爭環境。所
以你不能說因為他們已向我們施壓兩年，
現在我們必須簽字同意，我們不會。」
施賴納馬赫爾透露，荷蘭正與日本、韓
國、德國和法國等國家進行磋商，還表示
「與中國脫鈎是一種幻想」，「我們需減

少依賴，但這並不意味我們與中國的貿易
往來為零。」她提到美國對ASML施壓時
說，「我們需要美國人，但是美國人也需
要我們。」

ASML警告半導體供應鏈中斷
美國政府為全力遏制中國芯片產業發

展，近年持續向日本、荷蘭等盟國施壓，
要求它們擴大對華出口限制。據報早在美
國前總統特朗普時期，荷蘭當局在美國施

壓下，就宣布禁止向中國出售最先進的極
紫外線光刻機（EUV）。不過在 2021
年，荷蘭還是向中國出口了價值20億歐元
的其他光刻機。
ASML去年7月披露財報時曾發出警告

稱，若美國迫使該公司停止向中國銷售其
主流光刻設備，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將面臨
中斷。荷蘭政府對於美方施壓也多次表示
不滿，強調荷蘭將捍衛本國利益，不會照
搬美國政策。 ◆綜合報道

今屆年會是時隔3年後，再次於冬季在達
沃斯舉行線下會議。會議主題為「在分

裂的世界中加強合作」，聚焦5大議題，包
括應對能源和糧食危機，處理高通脹和高負
債，提振工業發展，解決社會脆弱性問題，
以及平衡當前的地緣政治風險。相較3年
前，目前全球局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俄烏衝突加劇、疫情陰霾未散、氣候危機等
全球性問題不斷湧現，全球經濟增長前景正
受到巨大考驗。

全球合作水平不斷降低
韓國《東亞日報》還指出，「地球村」的
陣營矛盾也日益嚴重，強烈的「本國優先主
義」引發衝突不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前
發布的報告顯示，全球合作水平過去數年不
斷降低，全球經濟「碎片化」趨勢或導致全
球經濟總產出減少多達7%，技術「脫鈎」也
將顯著放大貿易限制帶來的損失，低收入國
家和新興經濟體所受衝擊最嚴重。

在面臨諸多危機之際，各國之間加強對話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日前的
報告指出，「面對大規模破壞，各國和各經濟
體都面臨着經濟復甦、減少使用化石燃料、建
立人人共享繁榮的體系等挑戰，進行全球對話
非常有必要。」泰國《曼谷郵報》也形容，達
沃斯論壇常因其精英色彩遭受質疑，但在一個
缺乏對話的世界裏，進行「昂貴的對話」也是
值得的。

中國經濟發展被寄予厚望
中國經濟發展再次被全球各國寄予厚望，

《華盛頓郵報》分析稱，中國經濟復甦將產
生積極的「溢出效應」，優化的防疫措施為
消費者和商業活動的反彈奠定基礎，或有助
避免全球經濟陷入衰退。德國安聯集團首席
經濟學家敘布朗也認為，儘管中國在調整防
疫措施初期，在需求端和供應鏈方面將承受
一些壓力，但這些壓力是可控的，在疫情平
穩後，中國經濟逐步適應復甦，有望讓全球
各國獲益。
世界經濟論壇執行董事杜塞克表示，他希
望今屆年會可以凝聚各方共識，「全球合作
的關鍵時刻，我們要審視可以一起做的、實
際的事務，例如如何實現經濟復甦，找到新
的增長動力。我們也會討論系統處理能源議
題，能源的可持續性、可負擔性和安全性對
經濟至關重要。」
杜塞克表示：「我們已經觀察到某些分裂
的趨勢，會議的核心是如何阻止這股趨勢。
我們需要重建合作意識，因我們面臨着例如
氣候變化等的共同挑戰，需要通過全球合
作、增進理解來重啟貿易。沒有貿易，我們
無法實現真正的復甦。」

◆綜合報道

本年度世界經濟論壇年會16日在瑞士滑雪勝地達沃斯揭幕，在全球經濟滑

向衰退邊緣、多重危機並存之際，來自全球各地的政界、商界和學術界人士

希望在今屆論壇中尋求「良方」。英國《衛報》形容，要打破只顧短期自我

利益的決策惡性循環，聚首達沃斯的精英們必須加強對話，應對一個正在

「去全球化」的、更脆弱的世界。

世界經濟論壇日前發表年度全球風險報告，警告未
來兩年能源和食品價格可能持續飆升，損害全球抗擊
貧困和氣候危機的努力。
世界經濟論壇訪問全球逾1,200名專家、政策制訂

者和商界領袖，顯示受訪者對全球生活成本危機最感
憂慮，擔心能源和食品供應緊絀可能在未來兩年持續
存在，成為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疫情和俄烏衝
突引發連串相互關聯的全球風險，其後果可能會破壞
各國之間解決長期問題的合作，包括氣候危機、保護
生物多樣性和減少貧困的努力。
報告指出，這些風險在未來兩年或仍然籠罩全球，
包括經濟衰退風險、日益嚴重的債務困擾、持續的生
活成本危機；虛假信息導致社會兩極分化，以及零和
地緣經濟戰，強調在風險達到臨界點前，全球領導人
需採取一致的集體行動。
世界經濟論壇負責人表示，短期風險格局主要是能
源、食品和債務，那些最脆弱的人正受苦難，危機更

不斷蔓延，不論富國還是窮國都無法倖
免，「氣候和人類發展必須成為全球領導
人關注的核心， 合作是唯一出路。」

◆綜合報道

不滿美施壓禁售光刻機
荷蘭外貿大臣：與中國脫鈎是幻想

食品能源價格
未來兩年恐續飆

諮詢公司普華永道16日發布一
項針對全球大型企業行政總裁的
調查，近五分之二表示擔心他們
的企業將在10年內無法維持經
營，原因是難以覓得有才能的員
工，且需要適應技術變革，顯示
這些大型企業領袖對全球前景和
企業長期生存前景的悲觀情緒。
在受訪的英國企業行政總裁
中，21%認為自己的業務無法按
照目前的軌跡持續10年。73%受
訪總裁表示，未來一年全球經濟
增長將放緩，是自12年前首次進
行有關調查以來最悲觀。調查發
現，40%的英國總裁認為他們公
司的技術能力，不足以實現他們
的戰略目標，並認為若不採取緊

急行動，問題會變得更差。86%
受訪英國總裁表示他們正實現流
程自動化，74%的總裁正提升其
業務關鍵領域的技能。
普華永道英國主席兼高級合夥

人埃利斯表示，「企業在這10年
間已發生巨大變化，混合工作和
雲端計算就是其中的重大轉變。
但這只是冰山一角，許多企業總
裁認為他們目前的商業模式是不
可持續，這意味着未來會有更多
的改變。這不是修修補補，而是
需要對人員、技能和技術進行大
量投資的根本性變革。儘管面臨
通脹和技能短缺等挑戰，但企業
仍需專注作出必要的改變。」

◆綜合報道

近2/5企業總裁
憂業務難持續10年

◆荷蘭首相呂特（左）到訪華盛頓，與美國總統
拜登討論關於對華芯片技術出口的政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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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年會是時隔3年後，再次於冬季在達
沃斯舉行線下會議。 彭博社

◆食品價格持續飆升將損害全球抗擊貧困的努力。
新華社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圖）17
日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023
年年會並發表致辭。劉鶴表示，中
共二十大成功召開，選舉產生了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
集體，擘畫了未來5年乃至更長時
期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宏偉藍圖。
按照中共二十大精神，不久前召開
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3年經
濟工作作出部署，強調必須堅持發
展是第一要務，堅持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改革方向，堅持全方位擴大對
外開放，堅持依法治國，堅持創新
驅動發展。經過努力，今年中國經
濟將實現整體性好轉，增速達到正

常水平是大概率事件。

反對單邊主義 推動國際合作
劉鶴指出，中國的金融體系總體

穩健。我們針對房地產領域風險，
着力穩定預期，提供合理流動性，
放鬆過熱時期的調控措施，積極擴
大有效需求。未來中國房地產業穩
定發展仍有足夠的需求支撐。中國
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必須對外開放，
不斷提高對外開放質量和水平，我
們反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推動
全面加強國際合作。
與會期間，劉鶴應約與有關國
家政要、學者、企業家會見交
流。出席論壇前，劉鶴在蘇黎世
分別會見瑞士聯邦委員兼財政部
長凱勒—祖特爾、前聯邦委員兼
財政部長毛雷爾，雙方願共同推
動中瑞關係發展，深化兩國經
貿、金融、創新等領域合作。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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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衝突持續近一
年，全球仍需積極尋
找和平解決衝突的途
徑。 資料圖片

能源危機能源危機能源危機
◆原油價格暴漲推高
全球通脹的局面或再
次發生。 資料圖片

◆極端天氣災害更趨頻繁，衝
擊貧窮的發展中國家，貧富

差距愈發懸殊。
資料圖片

氣候危機

達 沃 斯 論 壇 5 大 議 題
能源與糧食危機

俄烏衝突及西方國家對俄制裁，衝擊
全球能源和糧食供應，石油等能源市
場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原油價格暴漲
推高全球通脹的局面或再次發生。儘
管歐洲今年暖冬稍微緩解供應短缺，
但多國仍需加緊尋求進口液化天然
氣。發展中國家的糧食供應不穩定，
很可能加劇民生問題。

高通脹與高負債
美國聯儲局去年接連7次加息，應對
破紀錄的通脹水平。現時歐美各國通
脹稍有回落，但仍遠不及各國央行
2%的目標，能源危機和供應鏈問題
不排除使通脹維持高位。許多新興經
濟體和低收入國家因聯儲局接連加
息，面臨更嚴重債務壓力，斯里蘭卡
的債務危機或會在其他國家出現。

工業發展不景氣
受困於能源價格高企，歐洲工業生產力受到打擊，不少企
業被迫削減產能甚至撤出歐洲，長遠影響歐洲經濟復甦。
美國為力爭供應鏈回流扶持本地電動車等產業，引來歐洲
不滿，指責盟友採取不公平貿易做法鼓勵企業遷至美國。
若歐洲跟隨推出類似財政補貼措施，全球補貼競賽或一觸
即發，債務沉重的發展中國家或更受衝擊。

社會脆弱性問題
社會脆弱性指影響個人或團體受災幾率與災後恢復能力的
社會特徵，自然災害、社會排斥和人為衝突，都或損害弱
勢群體的福祉。對於許多貧窮的發展中國家，氣候變暖引
發極端天氣災害更趨頻繁，糧食及能源短缺問題難解，貧
富差距愈發懸殊，都是影響社會脆弱性的重要因素。

地緣衝突料持續
俄烏衝突持續近一年，全球仍需積極尋找和平解決衝突的
途徑。美國頻推動供應鏈脫鈎、試圖拉攏盟友打壓中國芯
片產業等高科技發展，也讓中美作為全球兩大經濟體的關

係日趨緊張，更或衝擊全球化進程，導致全球經
濟趨於碎片化，無助實現經濟

復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