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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R

近来，围绕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美

欧经贸分歧愈演愈烈，欧盟强烈谴责其

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分歧的背后，

既凸显双方产业结构性矛盾，也反映出

美欧抢占未来绿色经济竞争优势的战略

意图。

2022 年 8 月，美国政府签署《通胀削

减法案》，其中包括将提供高达 3690 亿

美元补贴，以支持电动汽车、关键矿物、

清洁能源及发电设施的生产和投资，其

中多达 9 项税收优惠是以在美国本土或

北美地区生产和销售作为前提条件。为

了自身利益，美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采

用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巨额财政补贴，将

对相关行业的全球贸易和投资造成严重

扭 曲 ，引 发 各 国 政 府 和 产 业 界 高 度 关

注。欧盟认为，这一法案对欧洲的新能

源汽车、可再生能源、电池和能源密集型

产业构成歧视，变相鼓励欧洲新能源产

业向美转移，进一步加速欧洲“去工业

化”趋势。

长期以来，美欧产业发展趋同、优势

塑造相近，竞争性大于互补性。欧洲作

为相对的“后发者”，在其产业优势出现

赶超美国的势头时，曾多次遭到来自美

方的针对性打压、遏制。例如，上世纪

90 年代，欧洲通信业、制造业、金融业快

速崛起，阿尔卡特、阿尔斯通、西门子、戴

姆勒、法国巴黎银行、德国商业银行等在

各自领域与美国企业争夺国际市场，甚

至部分核心技术领先于美国。美国将

《反海外腐败法》等国内法适用域外，发

起“长臂管辖”，多家欧洲“工业之花”遭

遇“天价罚金”，欧洲工业竞争力遭受重

挫。进入 21 世纪，美欧在航空领域竞争

加剧，美国波音对欧洲空客发起长达 17
年的航空补贴诉讼。此外，美欧在钢铝

关税、数字服务税、科技企业监管、数据

隐私保护等方面也在角力。

近年来，随着应对气候变化日益成

为全球发展共识，绿色经济转型呈现巨

大发展潜力。欧洲较早将绿色发展作为

重要战略，在绿色产业链、脱碳技术、可再生能源、可持续金融

等领域加速布局。欧洲力图借助绿色经济转型形成比较优

势，以抢占新的全球竞争制高点。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欧洲进

一步加速可再生能源转型。2022 年 5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计

划，在 2027 年前增加投资 2100 亿欧元，进一步加大对风电、光

伏、氢能等可再生能源投资。

不过，受能源供应短缺、通胀高企等不利影响，目前欧洲

经济下行风险加剧，财政空间有限。美国在此背景下推出《通

胀削减法案》，是以财政补贴等保护主义方式，吸引欧洲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绿色领域企业流向美国，既促进自身绿色经济

转型，又挖欧洲绿色经济“墙角”。多位欧洲领导人认为，相关

法案涉及的补贴措施严重扭曲市场，损害欧洲利益，可能引发

各经济体“封闭市场”，“破坏已受到疫情冲击的关键供应

链”。法国《观点》周刊网站指出，在多重危机冲击下，欧洲正

面临产业、就业机会和资本流向美国的重大威胁。

当下美欧围绕绿色产业的分歧，本质上是对未来绿色经

济优势的争夺。美国不会因欧洲的反对而有所松动，欧洲构

建“零碳社会”的战略目标也不会轻言放弃。长期看，美欧在

绿色经济领域的争夺拉锯及经贸分歧或将持续上演。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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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透视R

铁匠将烧红的铁锭捶打成铁艺装饰；泥瓦匠用瓦刀和灰泥

“修复”古老的建筑墙体；石匠对着一块大理石左右敲琢，一根罗

马柱头已近完成；木匠脚踩皮带轮带动磨具，将一块方木打磨成

国际象棋的棋子……这是记者不久前在德国莱比锡会展中心举

办的莱比锡文物保护修复和改造博览会上看到的景象。

展会上，除了工匠展示技艺，还包括文物修复设备、建筑原

材料、工具模具、考古探测仪器等展品。参观者有机会学习古迹

保护、修复和旧建筑改造技艺，体验文物修复工艺，还能在这一

行业中寻找商机。

在一个名为“风格屋顶”的展位前，参观者手持特制的尖头

锤，将一块块黑色的页岩片敲成各种造型。另一边，身着传统服

饰的专业工匠，熟练地将同样的页岩片敲击成尺寸一致的圆形

瓦片，镶嵌在屋顶模型上。

“风格屋顶”工作室是一个由德国屋顶工匠成立的组织，传

承着数百年前的手工技艺。时至今日，页岩石板瓦依然是德国

建筑的主要建材。“风格屋顶”工作室不仅承揽了许多文物建筑

的修缮工作，还承接民间住宅改造，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盈利。

“‘热爱手工艺’是我们的座右铭。”“风格屋顶”工作室负责人米

尔科·菲舍尔介绍，他和他的屋顶工匠团队在工作之余，运营着数万

粉丝关注的社交媒体账号，用视频和图片记录“风格屋顶”工匠们日

常工作的场景。城堡、市政厅、当地传统民居的屋顶上，都有他们忙

碌的身影。工匠们特别自豪并热衷于展示自己的手艺：一块页岩

片，一把尖头锤，不到一分钟就能敲出一个规整对称的心形图案。

在 展 会 现 场 ，记 者 不 时 看 到 成 群 结 队 前 来 观 摩 学 习 的 学

生。他们大都是职业学校的学生，所学专业涉及文物修复、建

筑、园林、木工、瓦工等。安妮·克莱恩鲍尔是一名职业学校学

生，她对记者说：“在这里，我可以了解一些实用的操作流程，有

任何问题都可以跟工匠交流并建立联系，这也为我未来就业提

供了机会，非常有帮助。”

“修复者在保护建筑遗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

修复历史建筑时，他们的特殊专业知识和技能至关重要。”莱比

锡展览公司相关负责人费利克斯·维索茨基表示，“整个文物

修 复行业迫切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让民间文物修复技艺传承

延续。” （本报德国莱比锡电）

“让民间文物修复技艺传承延续”
本报记者 李 强

墨西哥农业和农村发展部

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2 年前

10 个月，墨西哥农产品出口创历

史 新 高 ，出 口 额 达 416.02 亿 美

元，同比增长 13.88%。同期，墨

西哥农产品贸易顺差为 57.7 亿

美元，处于近年来的较高水平。

墨西哥政府持续加大农业领域

投入，不但保障了国内农产品稳

定供应，还成为全球重要的农产

品出口国。

作为拉美地区人口大国，墨

西哥重视发展农业。近年来，该

国在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建立新的

农业基地，规模化种植鳄梨、黑

莓、草莓、番茄、小麦、玉米和高粱

等 农 产 品 ，满 足 国 内 外 市 场 需

求。据墨西哥农业和农村发展部

介绍，2021 年墨西哥成为世界第

七大农产品出口国，农产品销往

全球 192 个国家和地区。鳄梨和

番茄是出口主打农产品，2022 年

前 8个月出口总额分别达到 25亿

美元、17 亿美元。根据经合组织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发布的农

业展望报告，预计到 2030 年墨西

哥鳄梨出口量将达到 250 万吨，

占全球出口总量的 63%。

虽然是农业大国，但墨西哥

土壤退化情况较为严重。有统

计 显 示 ，受 持 续 干 旱 等 因 素 影

响，该国 64%的土地出现一定程

度退化。为此，墨西哥出台《可

持续农业国家土壤战略》，推动

制定《土地总法》，成立国家土地

发展委员会，从国家层面协调解

决土壤退化难题。通过在全国

推广保护性农业，减少对土壤的

损 害 ，增 加 有 机 物 对 土 壤 的 覆

盖，土壤的肥力逐步提高，农作物产量得到提升。

为持续激发农业领域增长潜力，将农产品打造

成更具竞争力的出口产品，墨西哥政府制定了促进

农业生产的六项措施。包括提供资金支持，并向中

小农户倾斜；增加对生物领域的投入，提供高质量

的种子、肥料等产品和服务；完善技术支持和专业

援助系统，促进农业技术成果转化，提高农业生产

力；创建微型、中小型农业公司，建立本地生产网

络，帮助中小农户加入价值链，改善农村地区经济；

加强检验检疫工作，建立健康可持续的农产品系

统；允许各地采取措施确保农产品的持续供应和再

分配，促进市场多元化发展。

根据墨西哥政府公布的预算案，2023 年分配

给农业和农村发展部的预算从 550 亿比索（1 元人

民 币 约 合 2.8 比 索）增 加 到 700 亿 比 索 ，同 比 增 长

27%，主要用于稳定大米、豆类、玉米和小麦等基本

谷物的种植，增加中小农户收入。墨西哥农业和农

村发展部预计，2022 年全国粮食产量有望达到 2.94
亿吨。 （本报墨西哥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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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会现场，观众体验如何用传统技艺加工石材。 本报记者 李 强摄

本版责编：于景浩 刘 刚 宋亦然

核心阅读

美国为维护霸权、谋取私利，对叙利
亚进行非法军事干预、抢掠资源、肆意制
裁，严重损害当地民众的生命权、健康
权、发展权，造成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叙利亚问题延宕十余年，当地人民至今
仍在贫困和战乱中挣扎，美国等西方国
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频繁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导致大

量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造成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美国对叙

利亚实施单边制裁，导致叙利亚人民难以获得基本生活保障，

经济发展和重建进程面临重重困难。时至今日，美军仍控制

叙利亚石油、天然气等国家资源，霸占叙主要产油区，搜刮掠

夺八成以上产油量，走私烧毁叙利亚粮食库存，严重侵犯叙利

亚人民的基本人权。

叙利亚国内政治分析人士卡萨吉安指出：“美军‘赖着不

走’，导致叙利亚国内危机越来越严重，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控

制叙利亚。”

“美国以反恐为借口来到我们
的家园，事实上却在掠夺我们”

在叙利亚各地的加油站，等待加油的车辆排起长队，即使

是最繁华的街区，一天也只能保证几小时的供电。与此同时，

在叙利亚与伊拉克边境的公路上，原本属于叙利亚的石油却

源源不断地被美军油罐车盗运至其在伊拉克的基地。

近日，叙利亚外交部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安理会轮

值主席表示，美军及其支持的武装已给叙造成 259 亿美元的

直接损失。信中还写道，美国通过其在叙东北部地区、东南部

坦夫地区的持续军事存在，继续其“侵略行径”，严重违反《联

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美军及其支持的武装继续系统地掠夺石

油、小麦等属于叙利亚人民的基本资源和国家财富。叙利亚

外交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军及其支持的武装造成叙利亚石

油、天然气和矿产被盗损失达 198 亿美元。此外，油气、矿产

领域减产给叙利亚造成的间接损失超过 860 亿美元。

最富裕的国家对最贫穷的国家进行掠夺的荒诞场景不断

在上演。过去一年，美军频繁出动，公然掠夺叙利亚石油等资

源。根据叙利亚石油部公布的数据，2022 年上半年，叙石油

日产量约 8.03 万桶，其中 6.6 万桶被驻叙美军掠夺，占叙日产

油量的 83%。据俄罗斯对外机构统计，美国在叙东北部每月

盗采的石油中有约 1/3 通过黑中介，以每桶 35—40 美元的价

格 卖 到 伊 拉 克 北 部 库 尔 德 自 治 区 。 美 军 每 月 可 从 中 获 取

3500 万—4000 万美元的非法收入。从 2011 年到 2022 年年

中，美军在叙非法驻扎以及受其支持的武装进行的盗采、非法

贸易行为，已给叙造成 1071 亿美元的损失。

除了石油，美军连小麦这样与叙利亚民生息息相关的“口

粮”也不放过。2022 年 6 月，美军甚至出动 40 辆卡车直接掠

夺叙小麦。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

境内有超过 1200 万人处于“粮食无法保障”状态，九成人口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2/3 的叙利亚人需要依靠人道主义援助维

持生计。叙利亚曾是粮食出口国，如今民众却“挣扎在饥饿线

上”，美国难辞其咎。“美国以反恐为借口来到我们的家园，事

实上却在掠夺我们的小麦、石油，还对我们施加经济制裁，美

国是叙利亚危机的始作俑者。”叙利亚哈塞克省居民阿里说。

“空袭造成的平民流离失所和伤
亡是美国在叙利亚侵犯人权的罪证”

除了直接掠夺叙利亚资源，美国对叙利亚发起的军事打

击和非法单边制裁，让叙利亚民众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生活

雪上加霜。

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自 2011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美

国 的 军 事 介 入 已 造 成 超 过 35 万 叙 利 亚 人 死 亡 ，其 中 包 括

26727 名妇女、27126 名儿童。此外，还有超过 1200 万叙利亚

人流离失所，1400 万平民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美军频繁空袭导致叙利亚大量无辜平民死亡。仅 2016
年至 2019 年间，叙利亚有 33584 名平民在战争和冲突中丧生，

其中 3833 人直接死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的轰炸。美国《纽约

时报》在报道中表示，美军对叙利亚等国的空袭造成严重后

果。例如，2017 年，美军对叙利亚城市拉卡发动所谓“最精准

的空袭”，但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认为，该军事行动共造成 38 起

平民伤亡事件，178 名平民丧生。叙政治分析人士乌萨马·达

努拉谴责说：“空袭造成的平民流离失所和伤亡是美国在叙利

亚侵犯人权的罪证，但美国仅仅将这称为‘附带损失’。”

除了军事行动造成的直接伤害，美国还对叙利亚实施经

济制裁、封锁禁运。自 2011 年 9 月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陆续对叙利亚实施制裁，包括禁止进口叙利亚原油和石油产

品，以及对叙利亚石油出口相关融资和保险进行制裁。英籍

叙利亚裔独立记者理查德·梅德赫斯特认为，美国对叙利亚的

制裁无异于中世纪的“围城战”——军队包围城市、切断粮食

供应，导致大量平民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绝望地死去。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显示，过去两年，美国的肆意制裁引

发 了 叙 利 亚 前 所 未 有 的 经 济 衰 退 ，加 剧 了 人 道 主 义 危 机 。

2021 年，叙利亚货币贬值近 80%；2022 年，叙利亚遭遇恶性通

货膨胀，基本商品价格飙升，通胀率一度接近 140%，贫困率达

到前所未有的 90%。

“美国并非真正关心人权，其关
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叙利亚遭受

的破坏如此广泛和致命，在现代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

与之相提并论。”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艾哈迈德·阿什卡尔表示，自叙利亚

危机发生以来，美国一心图谋颠覆叙政府，默许甚至支持各方

力量介入叙利亚局势，对极端势力滋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14年后，美国又以“反恐”为名频频对叙发动空袭，这些军事

行动事实上让叙局势更趋复杂，政治解决方案更难达成。

欧洲议会议员米克·华莱士发出质问：“美国窃取叙利亚

石油完全违反了国际法，而非法制裁是为了让叙利亚人挨饿，

进而推动政权更迭。欧盟一向鼓吹人权，却支持对一个国家

的破坏行为，这说明了什么？”面对美国侵犯叙利亚民众基本

人权的行径，西方主流媒体却无一例外地选择沉默。梅德赫

斯特认为，一谈到人权问题，美西方一贯的双重标准就暴露

无 遗，“叙利亚人民每周都在遭受轰炸，美西方却对此熟视

无睹”。

“美国赤裸裸干涉叙利亚内政的行径，使叙利亚陷入长期

战乱冲突，加剧了叙人民的苦难，同时也让中东地区更 加 混

乱不安。从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到叙利亚、黎巴嫩，

美 国 在 中 东 地 区 犯 下 的 人 权 罪 行 数 不 胜 数 。”叙 利 亚 学 者

胡萨姆·舒艾卜表示：“美国并非真正关心人权，其关心的

只是自己的利益。”

非法军事干预、抢掠资源、肆意制裁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各界人士普遍认为—

“美国是叙利亚危机的始作俑者”
本报记者 宋亦然

拉美多国政府和地区组织谴责示威者强闯巴西国家权力机构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9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数

千名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支持者 8 日强闯位于首都巴西利亚

的巴西国会、联邦最高法院和总统府等国家权力机构所在地，

并与军警发生冲突。拉美多国政府和地区组织当天对这一暴

力事件表示谴责，并表达对巴西总统卢拉的支持。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说，面对这

一政变企图，“我和阿根廷人民完全支持由卢拉总统领导、巴西

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我们与巴西人民一起捍卫民主”。

智利总统博里奇在推特上写道，博索纳罗支持者对巴西

国家权力机构的攻击不可容忍。“面对这种对民主懦弱、可耻

的攻击，我们全力支持巴西政府。”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推特上说：“我们强烈谴

责巴西发生的暴力和反民主行为，这种行为的目的是制造混

乱，无视民众选举卢拉为总统的意愿。”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在推特上说，这种企图发动政变的行

为是反民主的，应予以谴责。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说：

“墨西哥全力支持由人民选举出的卢拉政府。我们反对任何

破坏这一兄弟国家民主体制的企图。”

乌拉圭总统拉卡列在推特上说：“我们对巴西发生这一威

胁民主和制度的行为感到遗憾，予以谴责。”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推特上表示，全力支持卢拉和巴

西人民。

厄瓜多尔总统拉索在推特上说，这些针对巴西国家权力机

构的不尊重和破坏行为，破坏了民主秩序，侵犯了公民安全。

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表公报说，对巴西部分极右翼分子拒

绝承认选举结果、破坏宪法及威胁国家稳定和平的行为表示

严厉谴责，并重申对卢拉政府的支持。

秘鲁外交部同样强烈谴责这一暴力行为并表达对卢拉

的支持，反对“任何无视 2022 年 10 月巴西总统选举合法性的

企图”。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发表公报，对巴西发生针对国家权力

机构的严重暴力行为表示严厉谴责，对卢拉总统领导的巴西

政府和人民表示支持，并呼吁地区国家警惕各种破坏民主基

本原则的企图，始终保持对国家法律、权力机构和选举结果的

尊重。

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阿尔马格罗在推特上说：“这种行为

是对民主的直接攻击，应受到谴责。”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在推特上表示，卢拉是由巴西

人民选出的总统，支持卢拉政府并反对任何针对巴西国家权

力机构的暴力行为。

（参与记者：席玥、徐烨、王瑛、朱雨博、卞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