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
萊恩表示，將對中國電動車

展開反補貼

調查，德國媒體援引經貿專家認為，中國若作出
反擊，將兩敗俱傷，德國受傷程度最深。

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反補貼調查
馮德萊恩9月13日宣布將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
車展開反補貼調查，以決定是否實施懲罰性關
稅，保護歐盟汽車製造商。德國之聲報道，德國
汽車產業對歐盟的貿易政策表示擔憂；《明鏡周
刊》文章則指出，在中國有大量業務的德國工
業將蒙受更多損失，而歐洲汽車客戶將承受
更高的價格，歐盟貿易政策將進一步朝着
保護主義方向邁進。

德國車企平治集團發聲明稱，
「自由貿易和公平競爭確保我們

的富裕、增長和創新能力，保護主義措施只能起
到反面效果。」德國汽車工業協會也呼籲，歐盟
的正式調查必須考慮到整體利益以及中國的回
應，但「很明顯僅憑反補貼調查，對化解歐洲競
爭面臨的挑戰無濟於事」。維也納經濟研究所所
長菲爾博邁爾認為，歐盟現在啟動調查的做法，
是「坐在玻璃房子裏，往外扔石頭」（德語成
語，意思是如果對方反擊的話，玻璃房便粉碎無
疑）。菲爾博邁爾表示，一旦打起貿易戰，總體
而言，懲罰性關稅會令中國受損，因中國向歐盟
的出口量大於進口，但德國也很難支撐住，德國
不僅是出口大國，且在中國有着廣泛的生產基
地，例如寶馬iX3全部在中國生產，而產品進入歐
洲的懲罰性關稅，企業得額外自己承擔。

中歐若爆貿易戰 專家料德傷得最重

香港文匯報訊 據德國媒體德國

之聲報道，最新調查數據顯示，8

月德國商業景氣指數連續第4個月

出現下跌，經濟學家已斷定為「技

術性衰退」，專家對目前德國經濟

形勢評估跌至2020年8月以來最低

水平，德國企業和民眾對未來的預

期也愈發悲觀。作為歐洲經濟火車頭

的德國困境加深，同時拖累歐元區經

濟，歐元區已下調2023年和2024年

的經濟增長預測。有專家指出，德

政府加強與中國的所謂「系統

性競爭」，是導致德經濟疲軟

的重要因素，認為德鼓吹對華

「去風險」並不明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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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經濟
陷技術性衰退
對華「去風險」自食其果

隨着俄烏衝突引發的能源危機持續，德國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在2022年底至
2023年初開始陷入衰退。今年第二季德經濟數據一度趨於穩定，不少樂觀的專

家曾認為德經濟疲軟只是短暫現象。然而8月份數據卻給他們潑了一盆冷水，最新
數據顯示8月德商業景氣指數為85.7，低於7月份的87.4。連續兩季出現經濟產出萎
縮，已被經濟學家斷定為「技術性衰退」。從當前趨勢來看，德國第三和第四季經
濟預計可能都將陷入衰退。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德國將成為2023年
全球唯一收縮的主要經濟體。

能源危機所受影響最嚴重
中國浙江外國學院西方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碩指出，德經
濟衰退成因非常複雜，工業體系面臨諸多結構性挑戰，經濟形勢也面臨許多困難，
包括全球供應鏈問題導致其國內生產下滑，加上仍持續的俄烏衝突令歐洲深陷能源
危機。德國作為老牌工業大國，其核心產業多為能源密集型產業，能源價格高漲對
德國的打擊比對其他國家嚴重得多。在國內面臨高通脹和高能源價格危機時，德政
府又推出一系列補貼政策，使得今年上半年聯邦預算出現嚴重赤字，大大影響經濟

復甦前景。
此外，德政府執意強化與中國的所謂「系統性競爭」，也是導致德經濟陷入疲軟
的重要因素之一。德聯邦政府在對華關係上反覆強調「去風險」，戰略上將中國定
位為「合作夥伴、競爭者和系統性對手」，令中德貿易持續低迷。數據顯示，中國
已連續7年成為德最大貿易夥伴，德國對華貿易額佔德外貿總額近10%。德國工商
會主席阿德里安表示，中國是至今德國和歐洲企業在亞洲最重要的市場，放棄對華
貿易不會帶來任何「積極的變革」。

中國高價值工業產品挑戰
與此同時，德國經濟研究所最新研究發現，德企業在出口市場上面臨的壓力正在
增大，特別是在機械、汽車等高價值工業產品方面。「中國製造」在歐盟國家進口
中所佔份額正在增加，德國所佔份額卻在縮小。德國出口在歐洲市場下滑的原因，
一方面在於能源成本高漲，另一方面則是因中國企業在機械等創新產品方面的競爭
力愈來愈強。

面對當前不利局面，德政府近日通過《增長機會法案》，包括為中小企業引入新
減稅政策。不過此舉能否將陷入「結構性問題」的德國經濟拉出衰退危機尚未可
料。除能源價格高企外，德經濟還面臨熟練工短缺、高稅收、基礎設施老化及數字
化程度落後等多重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德國過去僅限於歐盟成員國出生人士擁有雙重
國籍，政府有意修改法例，大幅降低獲得德國國籍的門檻，讓
其他外國人最短3年亦可取得德國國籍。分析指德國新措施
目的是提高國際競爭力，同時補充勞動人口短缺。

德國政府正推動修改《國籍法》，大幅降低獲得德
國國籍門檻，所需的停留期間將從以往的8年縮短
至5年，精通德語、能自立生活的人最短3年即
可獲得。過去只限歐盟成員國和瑞士出生者能
取得雙重國籍的限制亦會取消，容許外國人
在不放棄本國國籍下獲得德國國籍。

修法目的是確保競爭力，隨着人口
老齡化，德國醫療護理和建築等行
業勞動者長期短缺。德國社會一
直積極接納移民，但在國籍給
予方面一直堅持保守態度。
總理朔爾茨在8月表示，
「德國具有多樣性，正
因為如此，要讓法律
適應現實。」政府
推動內閣會議通
過的修正案，
力爭在 2024
年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 據德媒報道，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8月計劃跟隨美國，通過立法
擴大針對外國投資的審查，以限制中國在德影響力，但面對當地商界強烈反對聲
音。報道稱，哈貝克計劃推出《投資審計法》，以擴大中國等非歐盟國家對德投資
的審查。德國目前法規規定，歐盟以外的公司和投資者若想收購德國公司，須經過
德國經濟部審查，若認定交易「損害公共秩序或安全」，可下令禁止。哈貝克希望
通過《投資審計法》，大幅收緊審查力度並擴大審查範圍，審查程序也更嚴格，特
別在芯片、人工智能、雲端計算、網絡安全或基礎設施方面。

德國商界代表認為，德國和歐盟不應跟隨美國，應避免在對外投資領域「過度監
管」。德國工商聯合會外貿問題專家福格爾巴赫稱，鑒於德國已有針對德企對外
投資的廣泛出口管制條例，若德國跟隨美國，
將存在通過所謂「對外投資篩選」進行官僚
主義過度監管的風險。她還說，在資本自
由流動方面，歐盟應避免實施對外投資
審查計劃，還應與美國密切協調，防
止美國的投資限令對歐洲經濟產生
負面影響。

香港文匯報率 德國2022年一項民調顯示，三成德國
人認為10至 15年後，德國不再是領導世界的經濟大
國，今年同意這句話的比例升高到五成。六成企業主管
甚至認為德國經濟地位的高峰期已過。這個經濟實力雄
厚的國家被民眾如此睇淡前景，首先與能源和物價大漲
有關。
製造業是德國經濟棟樑，生產需要大量能源，加上與

俄羅斯長年的能源夥伴關係，德國對俄國能源的依賴程
度向來比其它工業國家都高。自俄烏衝突發生，歐盟國
家全與烏克蘭站在同一邊，德國在短時間內必須更換供
應商，例如將管線輸送的廉價天然氣，改成昂貴的液化
天然氣，付出的代價也特別高。民眾對漲價尤其有感，

據官方統計，食品價格在
過去一年漲了一成，民眾購
買力明顯受影響，愈來愈多人
對財富縮水感到不安。
其次，俄烏衝突和中美對抗等地

緣政治衝突，對需求有抑制效果，讓
這個高度仰賴出口的貿易大國受到打
擊。今年上半年德國對中國的出口金額較去
年同期大減8.5%，讓德國相當緊張。近日全
國最大車展在慕尼黑舉行，媒體充斥中國品牌大
舉進軍歐洲的新聞，憂心德國汽車業優勢不再，遲
早有一天被中國追上，凸顯瀰漫社會的恐懼心理。

香港文匯報訊 市場研究機構Sentix公布，
根據在8月31日至9月2日期間對1,220名投資
者進行訪問的結果，歐元區9月投資者信心從
8月的-18.9降至-21.5，較路透社分析師預估
的-20.0更差。Sentix主管許布納指出，德國情
況尤其惡化，拖累歐元區整體表現。

調查顯示，歐元區投資者評估未來景氣的
指數從8月的-17.3降至-21.0，評估現狀的指
數也降至-22.0，為2022年11月以來最差。
標準普爾和漢堡商業銀行最新發布的調查指
出，歐元區 8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終值為43.5，雖較初值43.7下滑，

且持續低於代表景氣榮枯線的
50，但較7月的42.7攀升，顯示
些微復甦跡象出現、製造業低迷的
最壞情況或許已過。然而最大經濟體
德國的表現不振，8月製造業PMI雖然
從7月的38.8升至39.1，但仍深陷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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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長謀限制中國影響力
欲隨美擴大投資審查惹反對

歐元區投資者信心惡化

社會彌漫悲觀情緒
一半人料國家難再領導世界

◆德國民眾抗議能源價格飆升，
生活大受影響。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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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醫療護理和
建築等行業勞動
者長期短缺。

網上圖片

◆中國車企在慕尼黑車
展搶盡風頭。 資料圖片

◆德企在出口市
場上面臨的壓力正
在增大，特別是在機
械、汽車等高價值工業
產品方面。 網上圖片

◆馮德萊恩將對中國電動車
展開反補貼調查。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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