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17 国际国际2023年 9月 15日 星期五

本版责编：邹志鹏 郑 翔 郭梓云

斯里兰卡旅游部门近日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今年前 8 个月，斯里兰卡入境游客

达 90.43 万人次，较 2022 年全年的 3.78 万

人次实现了大幅增长。斯里兰卡央行的数

据表明，2023 年前 8 个月，全国旅游收入超

过 13 亿美元。

南亚热带岛国斯里兰卡面积不大，却

拥有多处景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著名的海滩和国家公园也

一 直 是 全 球 热 门 旅 游 目 的 地 ，如 始 建 于

公元前 3 世纪的阿努拉德普勒古城遗址、

水 清 沙 白 的 乌 纳 瓦 图 纳 海 滩 、观 赏 野 生

猎豹的雅拉国家公园等。

为提振旅游业、吸引更多境外游客，

斯 里 兰 卡 持 续 出 台 支 持 性 措 施 。 一 方

面 ，政 府 积 极 组 团 参 加 全 球 各 地 的 行 业

展会，包括阿拉伯旅游市场展、2023 广州

国 际 旅 游 展 览 会 等 ，不 断 加 大 对 本 国 旅

游资源的宣介力度；另一方面，通过主办

地区体育赛事等活动吸引国际游客、提升

旅游知名度。例如，今年 3 月举办的“亚

马逊女子多项赛”吸引了近 600 名参赛选

手 和 数 千 名 前 往 观 赛 的 国 际 游 客 ；正 在

举 办 的 板 球 亚 洲 杯 比 赛 ，迎 来 了 数 万 名

球迷。

斯里兰卡近期出台相关文件，敦促文

旅部门打造新的自然和人文旅游景点，切

实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和游客旅行体验，并

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国际游客进一步

提供签证便利，促进旅行机构与航空公司

签署旅游合作协议等，力争实现每年吸引

500 万人次国际游客的目标。斯里兰卡旅

游局宣布将投入 16 亿斯里兰卡卢比（1 美

元约合 324 斯里兰卡卢比），用于在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7 月期间开展主题为“斯里

兰卡，你会再来！”的全球宣介活动。

中国是斯里兰卡的重要游客来源国。

截至今年 8 月底，赴斯里兰卡旅游的游客

中有近 6万人次来自中国。目前，斯里兰卡

已宣布为中国游客提供免费旅游签证，并

加强与中国航空公司的沟通，希望开设更

多直飞航线。

斯里兰卡政府十分重视深化和中国的

旅游合作。今年 5 月，斯里兰卡旅游局局

长哈林·费尔南多率团参加 2023 广州国际

旅游展览会，并前往北京、广州、上海等多

个城市开展旅游宣传活动。费尔南多表

示，斯里兰卡计划 2024 年接待 50 万人次中

国游客，这一目标将是 2019 年中国赴斯里

兰卡游客人数的两倍。

斯里兰卡旅游业加速复苏
本报记者 程是颉

近日，洪都拉斯政府决定划拨 20 亿洪

都拉斯伦皮拉（1 美元约合 24.6 洪都拉斯

伦皮拉）专项资金，用于在今明两年重建和

修复全国 298 个市镇的 1.2 万所学校，优化

校园基础设施和教学环境。

据悉，首批 10 亿伦皮拉的项目款项已

开始发放，年底前将全部发放完毕。洪都

拉斯教育部下属的学校建设和房地产总局

将提供必要支持，以在不影响课堂秩序和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开展相关工作。目前，

各地正有序开展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洪都拉斯国民议会此前已批准一项来

自商业金融机构的 8000 万美元贷款，用于

资助教育基础设施和培训综合改善计划。

相关部门表示，力争到 2023 年底，在奥科

特佩克、因蒂布卡、圣巴巴拉等省份，建设

完成第一批涉及 15 个学校的 45 个教室、45
个卫生单位及配套设施。工程完工后有望

直接惠及近 2000 名农村地区的孩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讯员埃克托·埃斯

皮纳尔表示，洪都拉斯教育系统仍较为薄

弱，“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对于提升教育质量

至关重要。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将助力更多

年轻人学有所成、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洪都拉斯努力改善教育基础设施
本报记者 谢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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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英国《金融时报》近期在一篇
报道中指出，自去年乌克兰危机
全面升级以来，欧洲大型企业在
俄罗斯的业务已遭受至少 1000
亿欧元的直接损失。与此同时，
美国却不断从中牟取大量政治和
经济利益。

欧洲有识之士认为，欧洲追
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
自身经济持续遭反噬，能源价格
飙升，通胀高企，企业遭受巨大损
失，民众实际工资缩水，民生压力
不断增大。

通胀问题依然顽固

欧盟统计局日前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8月

欧元区食品和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9.8%，非能源类工

业产品价格上涨 4.8%，服务价格上涨 5.5%。当月，剔

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为 5.3%。最

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加剧了各方对通

胀依然顽固的担忧，民众饱受物价上涨之苦。

8 月初，雪佛龙和伍德赛德能源集团的澳大利

亚工厂工人罢工，直接影响欧洲天然气市场。欧洲天

然气价格飙升 40%，创下 2022 年 3 月以来最大涨幅，

自今年 6月以来首次突破每兆瓦时 40欧元的价格，凸

显市场对能源供应的紧张情绪。不少专家认为，欧

洲对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抵御能力下降，随着冬季

临近，新的能源危机恐将再次冲击欧洲经济信心。

在欧洲多国，受小麦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

成本升高等影响，面包生产成本飙升，许多面包店面

临倒闭。匈牙利一家面包店店主沃伊道·约瑟夫表

示，店内各类面包产品的成本支出与 3 年前相比几

乎翻了一番，前来购买的顾客却越来越少，人均消费

额也降低了。在意大利，面条价格比前一年上涨近

17%；在德国，奶酪价格比一年前上涨了近 40%，土

豆的价格上涨了 14%……欧洲不少民众抱怨，今年

以来的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生活成本却越来越

高，“这十分不正常，这种日子我们受够了”。

在欧洲不少民众生活陷入困顿之时，美国的粮

食巨头却赚得盆满钵满。以美国邦吉公司为例，乌

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该公司 2022 年全年盈利预

期就上调了至少 21%，全年收入达 672 亿美元。今

年 1 至 8 月，邦吉股价整体上涨约 15%。

经济增长乏力影响欧洲社会的购买力。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显示，当前欧盟消费支出约占全

球消费支出的 18%，美国占 28%；而 15 年前，欧盟和

美国各占全球消费支出的 1/4 左右。英国央行首席

经济学家休·皮尔表示，欧洲“面临着不同的冲击组

合”，欧洲央行政策制定者面对的困难比美联储更

多，欧洲通胀显得更为黏滞。

制造业遭受打击

在美国不断搅动地缘政治棋局、撬动能源杠杆、

推出保护主义措施等背景下，欧洲制造业基础遭到

削弱，工业品出口也受到影响。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一份报告表明，居

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削弱了包括汽车制造业在内的欧

洲高耗能产业竞争力，造成市场份额流失。从金融分

析公司标普全球 9月 1日发布的采购经理指数（PMI）
来看，欧元区 8月制造业 PMI为 43.5，低于此前预期。

为降低运营成本，欧洲多家铝、锌冶炼厂被迫关

闭，大量粗钢产能闲置，制造业遭受打击。德国经济

连续两个季度呈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

为-0.3%，工业产出连续两个季度下降。德国信用

机构“信贷改革”的报告显示，由于成本负担过重，

2023 年 上 半 年 德 国 申 请 破 产 企 业 数 量 同 比 增 加

16.2%。德国安联贸易公司经济学家马克西姆·达梅

特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在欧洲，高能

源价格继续给制造业带来压力和麻烦。”

美国推出《通胀削减法案》，以高额补贴等措施

推动电动汽车和其他绿色技术在美国本土的生产和

应用。比利时企业联合会欧盟事务负责人奥利维

尔·约里斯表示：“我们很震惊，这些补贴是保护主

义，美国人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

欧洲媒体注意到，在多重因素影响下，部分投资

和中高端技术人才正从欧洲各国流失。今年 3 月，

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在美国启动了一项 20 亿美元的

项目，在南卡罗来纳州建造一座新的电动 SUV 汽车

工厂。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部长罗伯

特·哈贝克愤怒地指责美国：“这就像宣战。”

能源转型压力大

乌克兰危机持续，打乱了欧洲既定的能源转型

计划，欧洲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替代品。大宗

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2022 年欧盟

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占总进口量的 41%，比前

一年增长 154%。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欧盟

从美国进口额增长 53.5%，一大原因是能源贸易增

加和能源价格暴涨。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批评美国

能源价格的“双重标准”，指出美国液化天然气对欧

售价是美国市场的数倍。

标 普 全 球 商 品 洞 察 执 行 董 事 鲁 塞 克 斯 表 示 ：

“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带来了痛苦，也改变了欧洲的

能源政策。”在欧洲多个国家，重启煤电、暂缓核能

退出、增加天然气储备等成为重要应急举措。英国

《星期日泰晤士报》近日在报道德国重启褐煤电厂

时表示，煤炭回归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时刻”，“乌

克兰危机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非政府组织

“欧洲气候行动网络”认为，乌克兰危机正在重塑

欧洲的能源现实，欧洲一些国家在仓促间选择了错

误的解决方案。

今年上半年，欧盟委员会再推《净零工业法案》，

旨在提高欧盟清洁能源技术竞争力，实现清洁能源

转型目标。法案要求，确保到 2030 年欧盟至少有

40%的包括风力涡轮机、电池、热泵、太阳能电池板、

可再生氢等在内的清洁技术产品在欧洲本土制造。

美国《政治报》报道称，欧盟此举是对美国《通胀削减

法案》的直接回应，以防美国的保护政策冲击欧洲可

再生能源产业链，掏空欧盟经济。

亚美尼亚政治经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本雅明·波

戈相分析认为，乌克兰危机让俄欧关系破裂，似乎也

令欧洲的战略自主之路变得更加坎坷。一方面，美

国加紧在化石能源分布地区投射影响力，企图进一

步控制能源地缘政治的主导权；另一方面，美国在加

速占领清洁能源市场，希望在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

位，在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方面对欧洲进行双重打

压。“追随美国不会给欧洲带来任何好处。”波戈相强

调，欧洲需要明白，在世界新秩序中，这样做并不符

合欧洲的最佳利益。

追随美国酿苦果—

乌克兰危机持续反噬欧洲经济
本报记者 许海林 颜 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