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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近期宣布調查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進入歐洲市場時，是否透
過政府補貼獲得了不公平的優勢。《華爾街日報》坦言，歐盟

的做法實則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縮影，鑒於汽車行業對歐洲的
重要性，以及中國作為競爭對手，在過去數年迅速崛起成為了全
球領軍者，歐盟此舉不足為奇，這種趨勢（貿易保護主義浮
面）在電動汽車、鋰電池等高科技領域更加明顯。

加徵關稅理由站不住腳
投資諮詢公司聯博資產管理的統計顯示，歐洲純電力電動汽車銷量中，約

有15%源自中國進口。報道分析稱，得益於持續增長的中國市場，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獲
得巨大的規模優勢。現時在中國售出的汽車中，約三分之一是電池驅動的電動汽車或插電式混合動
力汽車，主要車企除美國的Tesla之外，其他所有最暢銷車型都來自中國品牌。
聯博統計還發現，實際上不少歐美車企也熱衷在中國設廠。例如Tesla就從上海工廠出口其生產
的電動汽車，寶馬和平治等歐洲老牌汽車製造商，也在歐洲銷售其於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中國
龐大的供應商群體，以及在電池等領域完善的供應鏈，都有助降低生產成本，讓在華設廠對車企
更具吸引力。
《華爾街日報》指出，歐盟試圖以「中國車企獲
得政府補貼」為由加徵關稅，但這一說法恐怕站不
住腳。由於許多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多數已經自力
更生，地方政府為它們提供的建廠補貼等資金，
僅佔它們全年營收不足1%。加上中國生產的電
動汽車在歐洲售價一般都較在中國國內更高，所
謂「價格戰」的說法也不攻自破。

歐車企警告「自食其果」
瑞銀則估計，若要應對歐盟加徵關稅的做
法，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不排除安排轉移生
產線，整體成本不會明顯增加。也有多間歐
洲車企負責人警告，若歐盟的人為設限措
施引來中方反制，反而是歐洲汽車製造商
將深受打擊。《華爾街日報》最後提醒，
歐盟試圖依靠人為設置貿易壁壘的做
法，阻礙中國電動汽車在歐洲發展，效
果會相當有限，「歸根結底，歐洲車企
要加快自己的發展步伐，而非寄望
於通過政府給外來競爭施加
額外阻力，就認為能解
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歐盟日前宣布將對中國電動汽車發

起反補貼調查，更不排除日後「揮舞關稅大棒」，試

圖動用單邊經貿工具提高中國電動汽車產品在歐發展

成本。不過《華爾街日報》分析稱，中國正在電動汽車賽

道上加速前進，中國汽車品牌及其產品已經具備全球競爭

力，歐盟若不專注自身車企發展，僅試圖依靠人為設限，

料將遠不足以讓歐洲汽車製造商避免落後，更不能兌現為

外企提供公平公正營商環境的承諾。

美媒：不專注自身車企發展 圖靠人為設限注定失敗

歐盟貿易壁壘
難阻中國電動車起飛

香港文匯報訊 路透社日
前援引一份歐盟會議文件顯示，歐盟

到2030年將高度依賴中國生產的鋰電池和燃料電
池，甚至形容其依賴程度，或堪比俄烏衝突爆發前對俄
能源的依賴。撰寫報告的歐盟輪任主席國西班牙承認，
鋰電池和數碼技術等都是歐盟「脆弱的領域」。歐盟領
導人將於10月5日在西班牙格拉納達舉行會議，今次文
件將成為討論歐
洲經濟安全問題
的基礎。路透
社援引文件內

容稱，為解決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的間歇性問題，
歐盟需找到儲存能源的方法，以實現2050年二氧化碳淨
零排放的目標。文件中估計，歐盟對鋰電池、燃料電池
和電解槽的需求將在未來數年內飆升，可能增長10倍至
30倍。

類似以往依賴俄能源
報道稱，歐盟在電解槽的製造中段和組裝階段佔據強
勢地位，擁有全球市場約半數份額，但歐盟在燃料電池
和鋰電池方面高度依賴中國，「若不採取強而有力措施，
到2030年，歐洲能源生態系統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可能
與對俄能源的依賴相似，儘管兩者性質有所不同。」
文件還稱鋰電池和燃料電池並非歐盟唯一脆弱的領
域，「數碼技術領域可能出現類似情況。預測表明，歐
盟對傳感器、無人機、數據服務器、存儲設備和數據傳

輸網絡等數碼設備的需求，將在未來數年間急增。」
歐洲一直是中國電池產品出口的主要市場，單是今年

第一季，中國鋰電池出口額排名前五的國家中，德國和
荷蘭就分列第二及第四，中國出口至兩國的總金額，已
超過對排名第一的美國同期出口額。
專家普遍強調，中歐經濟關係密切，只有互相增進共
同利益，才有助雙方積極發展產業，維持國際合作。
亞洲專業諮詢公司JPW Asia汽車市場諮詢師西伯特

指出，從電動汽車到鋰電池，歐盟試圖採取各類針對
中國的調查甚至懲罰措施，但若因此與中國決裂，只
會嚴重損害歐洲的汽車生產，「若中歐爆發經濟戰，大

家都會深陷
其中，最後
很可能只有
輸家。」

香港文匯報訊 歐盟近期頒布連串涉及電動汽車
電池行業政策，包括批准《歐盟電池和廢電池法
規》於2024年生效，對在歐洲市場銷售電池的中國
等地企業施加更嚴格環保限制。
歐盟還同意到2030年，成員國任何戰略原材料供
應從單一國家進口不得超過65%。不過環保團體擔

憂，這些措施
反而會為部分
坐擁礦產的國
家提供便利，
放寬對礦業生
產的環境保護
要求。
英國《衛報》

提到，芬蘭等國擁有許多重要礦產，
若歐盟限制從中國進口關鍵礦產資源，
料會尋求以芬蘭等國作替代。然而環保人
士擔憂，這些國家不排除會讓許多監管不
力的礦企加快開採速度，滿足歐盟或其他
國家的需求。環保人士不滿歐盟的單一國家進
口限制提案，實則加快了部分國家開採礦產的
許可發放速度，卻未提升礦業公司需遵循的環保標
準。
非牟利環保組織「芬蘭礦業觀察」董事會成員賈

蒂尼表示，歐洲的礦業公司本可實現可持續發展，
電池產業也是如此。他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採用環
保技術，但他們不想這樣做，因為這是一項額外的
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去年通過《通脹削減法
案》，為電動汽車、電池和可再生能源領域提
供大量補貼，並要求所涉礦產必須來自本土，
又或與美國有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且不包含
中國。不過《華爾街日報》提醒，全球對關鍵
礦物需求激增，尤其歐美國家挖掘礦產審批非
常遲緩，加上更多國家陸續限制關鍵礦產出
口，歐美料難以迅速尋找替代選擇。

美礦產審批制度落後
標普全球2023年8月一份報告指出，隨着

《通脹削減法案》生效，全美電動汽車等產
業對關鍵礦物需求激增，到2035年將較現時
增加12%至15%。
屆時美國的鎳、鈷和鋰等用於電池和清潔

能源的關鍵礦產消費量，更會增長多達 22
倍，用於發電設備的銅消耗量也會翻倍，迫
使美國更加依賴進口。到2035年，非美國自
貿夥伴國家的鈷產量將佔全球約90%，美國
僅限自貿夥伴的供應鏈，將很難滿足自身進
口需求。
報道還提到，美國本土的銅儲量可滿足其

20年需求，然而美國對任何礦產
的審批制度落後、效率低下，一
處礦藏單是從發現到投產，平均
就耗費15年時間，審批需時就要7至10
年。
關注能源市場的「普氏能源資訊」諮詢總

監德拉諾爾稱，美國從1970年代以來，甚至
沒有建造過一座銅礦精煉廠。
報道也指出，印尼和智利等國都限制當地

鎳、鋰等關鍵金屬出口，並將礦產國有化，
美國等發達國家尋求進口替代會更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披露，歐盟
10月的峰會將討論向非洲和拉丁美洲
伸出橄欖枝，試圖拉攏發展中國家
抗衡中國。
2023年7月，歐盟、拉美和加
勒比地區50多位國家元首和政
府首腦，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
行8年來首次歐盟—拉美和
加勒比國家共同體峰會。
不過德媒指出，中國對非
洲和拉美影響力日增，
拉美國家對歐盟提議的
熱情料相當有限。
德國《日報》就峰
會評論稱，歐盟希
望通過加強對拉
美投資及推動基
建計劃，從而
削弱中國在當
地影響力。
不過歐盟

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僅承諾在總額3,000億
美元、圍繞能源、交通和數碼領域的全球
門戶項目中，撥出 10億美元資助拉美國
家，「歐盟試圖重新找回對拉美的熱愛，
但這些國家對歐盟的熱情有限。」

中國對拉美地區愈來愈重要
德國《商報》也指出，歐盟當中尤其西

班牙和葡萄牙等殖民時期宗主國，多年來
都削減對拉美的直接投資。反而中國在拉
美經濟受困時期伸出援手，「在中國與拉
美各國簽署的自貿協定不斷增加時，歐洲
卻仍圍繞歐盟與南方共同市場貿易協定爭
論不休，中國對拉美地區變得愈來愈重
要。」
《商報》還強調，部分西方國家顯然

沒有意識到，歐美在拉美的影響力正在
下滑，「如果拉美被要求支持美國和歐
盟對中國的制裁，但該地區提出自己的
觀點，與美歐都不同，我們不應感到驚
訝。」

歐盟到2030將高度依賴中國電池

歐盟伸橄欖枝
非洲拉美「熱情有限」

限制礦物來源地 美法案作繭自縛

戰略性遏華或放寬礦業生產 惹環團憂慮

◆歐洲純電力電動
汽車銷量中，約有
15%源自中國進
口。 資料圖片

◆芬蘭等國擁有許多重要礦產，
一旦開採或破壞環境。 網上圖片

◆歐盟對鋰電池、燃
料電池和電解槽的需求
可能增長10倍至30倍。

資料圖片

◆中國電動車在早
前的慕尼黑車展搶
盡風頭。 資料圖片

◆平治等歐洲老牌汽車製造
商，也在歐銷售其於中國
製造的電動車。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