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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府日前批准了两项新的税

收优惠政策，以促进电动汽车的推广，

并助力泰国打造电动汽车生产基地。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塔纳功表示，内

阁会议批准将今年 10月 1日至 2025年

9 月 30 日期间注册使用的纯电动汽车

的年度道路通行税减免 80%，预计将

有超过 12.87 万辆电动汽车享受到这

一政策带来的优惠。此外，内阁还批

准从今年起至 2025 年 5 月底，免征在

本地免税区、自由贸易区组装或制造

的部分电池驱动车的关税，并将进口

电池视为当地制造成本（最高为电动

汽车零售价的 15%）免征关税。此前，

为鼓励民众购置电动汽车，泰国政府

已大幅降低电动汽车消费税。

泰国政府十分重视电动汽车产

业 发 展 。 按 照 泰 国 政 府 的 目 标 ，到

2030 年，泰国电动汽车年产量将达到

75 万辆，占泰国汽车总产量的 30%。

另外，泰国政府还计划未来几年吸引

4000 亿泰铢（1 泰铢约合 0.19 元人民

币）的投资，力争到 2036 年实现 120 万

辆电动汽车的产能。为此，泰国政府

批准通过了大力降低电动汽车、摩托

车和皮卡车等的关税、消费税以及提

供市场补贴等措施。今年 4 月，泰国

政府又出台一揽子激励方案，包括在

原有补贴的基础上大幅降低电动汽

车进口关税和消费税等。

此外，根据泰国国家电动汽车政

策委员会发布的总体规划，泰国将重

点 围 绕 零 排 放 汽 车 、下 一 代 汽 车 技

术、商业模式创新三大领域，打造完

整的电动汽车产业链。围绕这一目

标，泰国投资委员会推出了一系列激

励措施，包括对生产一种以上电动汽

车零部件的汽车厂商实施免税；降低

新 能 源 汽 车 购 置 税 ，并 提 供 购 车 补

贴；设立总额 27 亿美元的项目投资奖励基金等。

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泰国电动汽车市场迎来爆发

式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泰国共售出 3994 辆电动汽

车，环比增长 278%。泰国开泰研究中心预计，2022 年泰国

电动汽车销量将超过 1 万，政府实施支持电动汽车的一揽

子措施将为行业发展带来机遇，泰国电动汽车行业正迎来

高速增长。

目前，来自中国等国的多家国际汽车制造商正加速进

入泰国电动汽车市场。作为第一个在泰推出大众化电动汽

车的品牌，中国上汽 MG 已在泰国建设了 150 余个充电桩，

覆盖 60 余府，2021 年更是凭借旗下两款车型成为泰国电动

汽车销量冠军。另一家在泰中国车企长城汽车在曼谷自主

建设了光储充一体超级充电站，并与泰国 3 家电力能源机

构合作，计划建造超过 500 个充电站，覆盖超过 50%的泰国

公共充电网络。

《泰国商报》分析认为，泰国汽车行业正处于从传统汽

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初级阶段。泰中相关合作将推动

泰国汽车行业转型，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科技含量更高的

选择，助力泰国打造电动汽车生产基地的目标。

（本报曼谷电）

泰
国
多
举
措
推
广
电
动
汽
车

本
报
记
者

孙
广
勇

近年来，美国刻意逃避劳工保护

责任，导致滥用童工、压榨外籍劳工、

纵容强迫劳动等问题持续恶化。美国

是批准国际劳工公约数量最少的成员

国之一。10 个核心公约中，美国仅批

准了 2 个，迄今尚未批准《1930 年强迫

劳动公约》。这充分印证了美国在强

迫劳动和侵犯劳工权利方面的长期糟

糕记录。

据非营利机构“美国农场工人就

业培训计划”估计，美国至今仍有约

50 万童工从事农业劳作，其生命权、

健康权和受教育权受到严重威胁和侵

害。美国《公平劳动标准法》对雇主使

用青少年和儿童参与劳作进行了规定

和限制，但对于农场主“网开一面”，甚

至允许他们在某些条件下雇佣儿童收

割庄稼。许多童工在 8 岁时就开始在

农场工作，每周工作长达 72 小时。农

场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童工长期暴

露在农药等危险化学品中。在烟草农

场，童工长期暴露于尼古丁和有毒的

农药中，经常出现呕吐、恶心、头痛头

晕等中毒症状。据《华盛顿邮报》报

道，2003 年到 2016 年间，美国有 452 名

儿童因工伤死亡，其中 237 名童工死

于农业事故。农场童工大多是拉美裔

移民和季节性迁徙工人的子女，大多

数儿童不能保证上学时间甚至无法上

学，有些儿童随着工作地点变化频繁

更换学校而受到歧视，他们在未来可

能陷入持续贫困的恶性循环。

美国“临时外籍劳工签证计划”是

一种隐蔽的现代奴隶制。赴美劳工主

要从事农业、林业、海产品加工、园林

绿化、建筑等工作。近年来相关签证

数量激增 45%，从 2015 年的近 7 万份

增加到 2020 年的约 10.1 万份。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美国对这些外籍劳工

实施了系统性的剥削和虐待。该计划

只允许外籍劳工为那些向美国劳工部

申请入境人员的雇主工作。外籍劳工

通常不得不受制于将其“进口”的单一

雇主，今后能否再次受雇完全取决于雇主的意愿。如果对

不公待遇进行反抗，他们将面临被驱逐出境、列入黑名单或

其他报复行为。因此，外籍劳工往往遭遇一系列悲惨处境：

或是证件被没收，遭受人口贩运和债务奴役；或是被迫抵押

财产，以获得低薪酬临时工作；同时被迫在危险、肮脏的条

件下工作和生活，在受工伤时无法获得医治。根据国际劳

工组织的相关公约规定，这些行为已经构成强迫劳动。

美国公立监狱、私营监狱和移民拘留所中广泛存在强

迫劳动，是现代奴隶制的表现形式之一。被称为“带围栏的

工厂”的联邦监狱工业公司于上世纪 30 年代成立，是美国

政府的全资企业，每年通过使用监狱劳动力赚取数亿美元

的净销售额，每小时仅向囚犯支付 23 美分至 1.15 美元，而

截至 2022 年 5 月全美的平均时薪约为 10.96 美元。佛罗里

达州等 7 个州绝大多数安排给犯人的工作没有劳动报酬。

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美国政府打着“缓解收容压力、降低

监禁成本”的旗号，将私营监狱纳入国家惩教体系。矫正公

司、惩教集团等私营监狱公司肆意压缩劳动力成本和医疗

费用，监狱内安全状况堪忧，被羁押者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

的医疗救助。 2021 年，美国政府关押非法移民数量高达

170 万人次，其中 80%关押在私营拘留所中，包括大量儿童，

引发人道主义危机。移民拘留所内侵犯人权的现象司空见

惯，包括暴力行为、性侵犯或性虐待、医疗服务不足、频繁断

绝食物、频繁使用单独监禁等。

美国不仅在国内大搞强迫劳动，而且在海外供应链中

纵容强迫劳动。美国《外国人侵权法》虽赋予外国人在遭受

“违反国际法”的侵权行为时可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但美

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限缩了该法的适用范围，对本国的跨

国公司实行保护主义，纵容其供应链中存在强迫劳动，导致

相关被害人无法获得有效救济。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些美

国知名大型巧克力公司采用的可可原材料近 20 年来大多

由西非童工采摘，从事可可豆采摘的童工人数高达 200 万，

每人每天报酬不足 1 美元。

美国强迫劳动表现形式各异，但其内在逻辑和本质属

性相似，都源于美国基于种族歧视的奴隶制历史，反映了其

人权保障的狭隘性、虚伪性和工具性特征。国际社会严重

关切美国社会存在的强迫劳动，呼吁美国政府认真反思和

对待自身的严重问题。

（作者为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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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媒体：美军在叙东北部转运一批盗采石油

新华社大马士革 8月 13日电 据叙利亚通讯社 13 日

报道，美军当天转运一批在叙东北部盗采的石油至伊拉克

境内。

叙通社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发出一

支由 89 辆油罐车组成的车队，将在叙盗采的石油通过“非

法”过境点转运至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报道说，美军

11 日以类似方式使用 144 辆油罐车转运盗采石油。

目前，叙东北部多地由“叙利亚民主军”控制，“叙利亚

民主军”主要由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领导，得到美

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支持。近年

来，叙政府多次指控美军在叙东北部盗采并转运石油。

古巴储油基地大火已被扑灭

据新华社哈瓦那 8月 12日电 （记者朱婉君）古巴消防

局 12 日宣布，马坦萨斯省一储油基地 5 日晚遭雷击引发的

大火已于当天早上被扑灭，消防人员将继续对事故区域保

持高度警惕，以防溢出燃料和高温引发新的明火。

古巴公共卫生部长波塔尔·米兰达 12 日说，火灾及引

发的爆炸已造成 2 名消防员死亡、132 人受伤，其中 108 人

已出院。此外，事故还导致 14 名消防员失踪。

米兰达表示，由法医和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 12 日已进

入事故现场开展搜寻工作。目前已发现 4 具遗骸。这 4 具

遗骸的身份尚未查明。

欧盟委员会不久前发布的《2021 年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

报告显示，德国在欧盟成员国中数字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排名第

十一；在企业数字技术整合方面，德国仅排名第十八。分析认

为，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明显短

板。对此，德国政府正采取多项措施，推动数字化战略，弥补数

字基础设施的不足。

该报告显示，德国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也不乐观。当前，

仅有 18%的德国中小企业使用电子发票，不到 1/3 的中小企业

通过电子方式共享信息。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2021 年，71%的

德国民众对本国的数字基础设施不满意。

根据德国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的统计，截至 2020 年

底，德国大城市之外的地区中，仅有 20.2%的家庭享有高速网络服

务。在较为偏远的德国城镇和农村地区，光纤网络的覆盖率较

低。然而，大部分德国中小企业都位于较为偏远的地区，因此不

少企业面临低速网络的困扰。与此同时，德国数字技术领域还面

临着网络人才缺乏的难题。据德国信息产业、电信和新媒体协会

统计，2020年，德国信息技术领域有超过 8.6万个岗位空缺。

为补齐这一短板，德国政府采取多项举措。2016 年，德国

多个部门联合推出“数字战略 2025”，对数字化发展作出统一安

排。这一战略涵盖数字技能、基础设施及设备、创新和数字化转

型、人才培养等内容。这一战略的目标之一是到 2025 年，让全

德国都得到新的高速网络服务，并成为 5G 应用的领先市场。

此外，德国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还与该国复兴信贷

银行展开合作，为有需要的企业推出“数字基础设施投资贷款”

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数字基础设施银团贷款”，用于支持高速

光纤网络在全国范围内的长期推广。2021 年，德国政府还推出

“灰点资助计划”，为推广光纤网络提供约 120 亿欧元资金，用于

支付 50%—70%的千兆网络部署成本以及 100%的咨询规划服务

成本，各联邦州也承担了千兆网络的部分部署成本。所有下载

带宽低于 100 兆比特/秒的政府部门、学校、医院、中小企业、交

通枢纽等都可无门槛申请。

在人才培养方面，“数字战略 2025”强调，将数字化教育引

入公民的各个人生阶段。德国将力争到 2025 年，让每一名学生

都具备信息科学、算法和编程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为实现这一

目标，德国中小学的课程计划及学校教师的继续培训中都将设

置相关内容。此外，德国还将在一些职业教育学校、高校等增加

数字化教育课程，力争让学生更加适应日常数字化生活、数字化

工作以及数字化社会。 （本报柏林电）

德国政府推动数字化战略
弥补数字基础设施的不足

本报记者 张慧中

核心阅读

海洋是世界上最大的自
然生态系统，在实现人类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应对气
候变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发展海洋经济、
实现海洋资源永续利用的同
时，如何降低海洋污染，减少
对海洋生态的破坏，更好地
保护海洋资源，是当前国际
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

今年世界海洋日主题为“保护海洋生态

系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海洋约占地球

表面积的 71%，约占地球全部水资源的 97%，

它不仅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众多生物赖以生存

的基础，也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到 2030 年，

海洋产业将为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做出突出

贡献，海洋经济对全球经济增加值的贡献将

翻一番，达到 3 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增加值

比重预计可达 2.5%左右。

葡萄牙——
加强海洋保护区建设

葡萄牙萨维奇群岛生态系统独特，超过

150 种植物和 38 种鸟类在这里繁衍生息。群

岛附近海域是大西洋鱼类和哺乳动物迁徙

的重要路径，生活有近百种鱼类、200 余种软

体 动 物 ，其 中 很 多 为 当 地 特 有 物 种 。 早 在

1971 年，葡萄牙政府就在这里设立了该国首

个自然保护区。

为了进一步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去

年 11 月，葡萄牙政府宣布将萨维奇群岛海洋

保护区范围延伸至群岛周围 12 海里，保护区

面积从不到 95 平方公里扩大至 2677 平方公

里，成为欧洲最大的海洋保护区。保护区内

水域禁止一切资源开采型活动，包括渔业捕

捞和采矿等。当地海洋专家表示，萨维奇群

岛海洋保护区的扩大标志着葡萄牙在海洋保

护领域迈出重要一步。

“加强海洋保护区建设将有助于海洋生

态系统的恢复和自我更新，提升海洋生物多

样性。”葡萄牙蓝色海洋基金会科学家伊曼

纽尔·贡萨尔维斯表示。除了带动当地渔业

资源的恢复与增长、提升海洋生物多样性，保

护区建设还能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使渔民

获利。

近年来，葡萄牙大力提倡发展海洋经济，

不断提高对海洋保护的重视程度。为此，政

府设立了专门的自然资源、安全和海事服务

总局，负责对海洋保护区进行划分。目前，葡

萄牙全国范围内已设立 72 个海洋保护区。

2015 年，为了推动和加强全面、协同的全

球化海洋治理，葡萄牙政府成立了海洋部，负

责协调海洋事务，制定科学的海洋发展和保

护政策并监督政策执行情况，促进海洋经济

可持续发展。海洋部成立以来，发挥了跨部

门协调作用。2017 年，海洋部牵头联合地方

政府、大学、非政府组织等共同成立了工作

组，对葡萄牙现有海洋保护区进行评估，对相

关的监管等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未来，包括葡萄牙在内的欧盟成员国还

将继续增加在海洋保护方面的投入，为建立

损失补偿机制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政策与资

金支持，并对海洋保护区实施更有效的管理

和监测。

泰国——
推动海洋塑料垃圾回收

不久前，一只奄奄一息的海龟在泰国一

处海滩被发现。当地海洋濒危动物救援中心

发现，这只海龟的胃里至少有 158 件垃圾，主

要是塑料袋。泰国每年处理不当的垃圾中，

约有一半最终被排入大海，其中绝大多数为

塑料垃圾。由此带来的海洋塑料污染不仅对

当地旅游业和渔业造成了不利影响，还破坏

海洋生态环境，导致大量海洋动物因为误食

塑料垃圾死亡。

为了减少塑料垃圾对海洋生态的影响，

泰国政府近年来积极发展海洋塑料垃圾回收

产业。由于 80%的海洋垃圾来自陆地，为从

源头上减少海洋塑料垃圾，2018 年 6 月，泰国

政府和商业部门合作开发塑料材料流动数据

库，可以显示塑料产品和塑料垃圾的来源、流

通和循环情况。同年，在“塑料和废弃物管理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计划下，泰国政府和私营

部门、学术界、民间组织等合作，共同进行塑

料和废弃物管理，旨在减少塑料产品使用及

对塑料垃圾进行重复利用。

在该计划下，泰国增加了塑料垃圾收集

点 ；工 业 制 造 商 建 立 起“ 泰 国 塑 料 循 环 联

盟”，回收、管理和再利用制造过程中产生的

塑料垃圾；几十家泰国知名企业组成泰国可

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与泰国环境研究所等

合作进行环保实践，并提升公众对环境问题

的认识。

泰国政府承诺到 2027 年将海洋垃圾减少

至少 50%，为了更好地实现减塑目标，泰国政

府 推 出 了《管 理 塑 料 垃 圾 路 线 图 2018—

2030》。作为泰国应对塑料垃圾问题的政策

框架，该路线图秉持“少用、重用、再循环”的

原则，加强公私部门合作，推动负责任的消费

和生产，实现循环经济。

目前，泰国发动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参

与解决塑料垃圾问题的做法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不少泰国企业研发可生物降解的包装材

料，或者创新生产工艺，减少使用材料，加大

回收力度。

法国——
促进海洋经济绿色低碳

法国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海洋专属经济

区面积位居世界前列。欧盟委员会发布的

《欧盟蓝色经济报告 2022》显示，2019 年法国

海洋经济产值达 224 亿欧元，有 37.4 万人从事

与海洋经济相关的工作，超过了银行业和汽

车行业的就业人数。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海洋资源，发展可持

续的经济活动一直是法国政府推动海洋经济

发展的目标。上世纪 80 年代，法国海洋事务

部成立，对海洋实行统一管理；2017 年 2 月，

法国通过了以海洋和海岸的生态过渡、发展

可持续蓝色经济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的良好生

态状况为核心的“国家海洋和海岸战略”。面

对全球海洋保护和本国能源转型的迫切需

求，法国近年来进一步加大了发展可持续海

洋经济的力度。

一方面，大力推动传统渔业产区的现代

化转型。以法国主要渔业产区布列塔尼为

例，当地政府通过对水产养殖公司进行补贴

来推进设备升级、减少渔业活动对环境的影

响。布列塔尼大区还是法国国家级海洋高新

技术园区的所在地，汇集了诸多海洋产业科

研机构及高新技术企业，为法国海洋产业转

型升级提供了技术和人才支撑。

另一方面，通过扩大海上风电规模推进

海洋经济绿色低碳化进程。法国总理府能源

顾问艾蒂安·贝克介绍，法国政府近年来持续

推动法国西部海域及地中海水深 50 米以外的

风电场开发。此外，法国积极对港口进行现

代化升级，推进航运业脱碳。2020 年法国经

济复苏计划就“港口绿色化”项目筹资 2 亿欧

元，将通过在码头安装电力终端、使用可替代

燃料等发展绿色航运。

法国还进一步加强海洋环境的治理，尤

其是加大打击海洋塑料污染力度。在不久前

举办的“同一个海洋”峰会上，法国发展署承

诺将提供资金应对海洋塑料污染。同时，法

国还承诺在 10 年内处理其海岸上的废弃垃圾

填埋场。

“法国正在通过发展生物技术、清洁能源

等来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法国海事

业集群主席弗雷德里克·蒙卡尼·圣·艾尼昂

说：“海洋经济将在拉动就业、促进经济增长，

以及推动社会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

需将其置于法国经济发展的优先位置。”

保护海洋生态 推动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姜 波 刘 慧 刘玲玲 张远南

英国政府 8 月 12 日宣布，在经历 1935 年以来最干旱的 7 月份

后，英格兰 14 个地区中已有 8 个地区处于干旱状态，这是英格兰

自 2018 年以来首次出现干旱。图为 13 日，在英国伦敦议会广场，

一名女子站在枯黄的草地上。 新华社记者 李 颖摄

英国宣布多地进入干旱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