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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动脉”恢复通航

“就像动脉中的血栓一样，一艘巨大的集装箱船困在
苏伊士运河中，在世界贸易循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通道
切断了货物的流动。”美国《大众科学》月刊网站在报道
中，这样描述近日牵动全球目光的苏伊士运河堵塞事件。

路透社日前报道称，当地时间 3 月 23 日，巨型货轮
“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南段陷入搁浅，造成这条欧亚之
间最便捷的航运要道堵塞。彭博社进一步报道称，“长
赐号”长度大于运河的宽度并且是横向卡在河道里，从
而导致数百艘船只被堵，使原本就已处于压力之下的全
球物资供应进一步陷入混乱。

3月29日，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经过救援人员的不懈努力，借助涨潮的力量，“长
赐号”在搁浅近一周后终于在当天脱浅并驶离搁浅位
置，苏伊士运河恢复全面通航。

“世纪大堵船”暂告一个段落，但由此引发的系列
后续反应仍在发酵。有机构估计称，此次运河堵塞可能
对全球贸易造成每周约60亿至100亿美元的损失。这些
天价账单，该由谁来“买单”？一场索赔大战刚刚拉开
序幕。

有外媒指出，苏伊士运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红
海与地中海连接起来，从而使船只在从亚洲驶往欧洲的途
中有了捷径——在亚洲生产的商品经苏伊士运河运往欧
洲，欧洲市场需要的很大一部分石油也必须通过这条运河。

“目前，在全球贸易海路运输方面，连接亚非欧的苏
伊士运河是一条最重要的主干道，相比其他航路而言，路
程最短，运费最低，性价比较高。”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
研究所研究员贺爱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尽管
苏伊士运河已经恢复通航，但此次堵塞事件对全球经济的
影响客观存在，溢出效应甚至可能波及每个消费者。

全球供应链遭遇冲击

“苏伊士运河‘堵船’将使哪些商品出现全球性短
缺？”近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引述货
运专家预测称，全球贸易活动可能遭受许多商品短缺
的困扰，包括生产卫生纸的木浆、咖啡豆、家具等，

汽油价格可能也会飙升。
如外媒所言，在苏伊士运河发生的事情会如海浪一

样波及到世界其他地方。毕竟，全球高达13%的海运贸
易和大约10%的海上石油运输均取道该运河。

国际航运运费增加是堵塞事件造成的直接后果。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能源项目主任潜旭明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堵塞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地区
的油轮租船费率出现攀升。目前，能拖运100万桶的苏
伊士型油轮每天租赁价格约为1.7万美元，创下2020年
6月以来最高纪录，从中东到亚洲航线的邮轮租用成本
也在过去一段时间跳涨47%。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刊文称，虽然“长赐号”货轮
搁浅只有一周时间，但事实证明其造成了重大损失。据
估计，运河堵塞妨碍的贸易额大约为每天90亿美元，并
可能导致全球贸易总量的年增长率下降0.2%至0.4%。

“船只、集装箱、货物全都不在我们需要的地方。
因此，连锁效应不会以天或周为单位来衡量，而将以
月来衡量。”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供应链管理协会
常务副会长道格拉斯·肯特的话称。报道指出，即使苏
伊士运河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恢复正常运营，供应链
也会难以处理积压的工作。堵塞事件令全球物流企业
遭遇的极其动荡的一年雪上加霜。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堵塞事件会对全球海运贸
易、全球供应链、国际油价产生较大影响。运河拥堵不可
避免地造成供应链进一步延误。”潜旭明指出，但这种影
响主要是间接的，抬升海运成本不会对大宗工业品供应
造成很大冲击，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也是短期的。

替代性路线缓解压力

应对冲击的同时，人们难免担忧，未来这条欧亚
水运的“黄金水道”如果再次“塞船”，该怎么办？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刊文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
已经对航运产生巨大影响的情况下，苏伊士运河堵塞事
件再次提醒人们，处于核心地位的这条跨大陆航运路线
是多么脆弱，并突显国际航运替代路线的必要性。

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近日表示，当前通过北
极航道运送的货物逐渐增加，航道可通航时间越来越
长，苏伊士运河堵塞事件更突显此项工作的现实意
义。俄罗斯有意将北极航道打造成苏伊士运河航线的
替代方案，以降低运输成本。

“海路运输成本较低，是国际贸易运输的主要方
式。此次堵塞事件表明，海运过度依赖苏伊士运河。”中
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
任苏庆义向本报记者指出，此前全球产业链中生产集中
的现象受关注度较高，此次堵塞事件暴露出运输同样存
在较为集中的问题。“对价值链造成影响的不只有生产
中断，还有运输中断。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发生，除了考
虑扩建苏伊士运河之外，还需推动运输分散化，通过发
展铁路运输等方式，分散部分运力。”

贺爱萍也认为，此次堵塞事件给国际社会敲响警钟，
让大家看到这些重要交通航道对世界经济以及全球贸易
的影响，应当鼓励开发并完善其他航道及运输方式。

目前，已有一些替代方案。“比如绕道苏伊士运
河，经好望角运送货物；经苏麦德输油管道运送石
油；北极航道的可行性也在不断增强。”潜旭明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中欧班列也已成为一条重
要的替代路线。“中欧班列凭借时效快、全天候、分段
运输的优势，逐渐成为当前国际物流陆路运输的‘黄
金通道’，能够有效缓解部分压力。”

近来，美国多个城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停止
仇恨亚裔”活动。

现实，鲜血淋漓。3 月 17 日，一位在美国生活了
26年的亚裔老太太，像往常一样在街头散步时遭到了

一名30多岁白人男子的袭击。3月16日，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发生连
环枪击案，造成8人丧生，其中6人是亚裔女性。3月2日，一名56岁华裔男
子搭乘地铁时无故遭毒打，导致失去意识。近日，在美国，一场名为“随意
掌掴亚裔挑战活动”在社交媒体流传，有消息称，一群青少年发起了该场极
不人道的挑战运动，并将目标锁定为在湾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亚裔长者
和亚裔女性。且不说事件的真实性，消息本身就已经令人毛骨悚然。

“亚裔现在就像任人宰割的猎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名亚裔记
者在节目中坦言，她近期常常“整夜无法入睡，一家人生活在恐惧中”。

数字，触目惊心。美国“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 3月 16日发
布报告表示，自去年3月19日至今年2月28日，共收到3795起各种类型
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事件报告，包括人身攻击、言语攻击等，其中华裔
是被攻击最多的族裔。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发布了一份报告，
对美国16个大中城市中的仇恨犯罪进行了分析：2020年，针对亚裔的犯
罪增长了近150%；其中，纽约市针对亚裔的犯罪较2019年上升了833%。

这一切，发生在自诩为“人权卫士”的美国，尤其令人愤怒和悲哀。
有人说，这一波歧视亚裔是“历史开了倒车”。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亚裔曾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黄祸”。美国史上唯一针对特定族群的
歧视性法案《排华法案》、阻止日本劳工进入美国的《君子协定》以及不
允许亚裔移民美国的“排亚法案”，就是那一时期的产物。

在不久前的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尖锐指
出，美国近期频繁发生的针对亚裔暴力事件的背后，是将新冠病毒与亚
洲相联系导致的种族主义。《华盛顿邮报》 文章也援引挪威社会学家约
翰·加尔通观点称，反复发出针对亚裔人口的错误讯息，强化了主流文化
针对亚裔的直接和结构性的暴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上届政府反应迟缓致使疫情失控，各种
社会问题随之四起、民怨沸腾。为推卸责任，少数美国政客和反华分子出
于零和博弈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极尽“甩锅”、抹黑之能事，拼命炮制、散
播关于中国的谎言和虚假信息，煽动种族主义仇恨，纵容歧视中国在美留
学人员和在美中国公民的行为，甚至对他们肆意监控、滋扰、盘查和逮捕。
这些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和种族歧视的政治诽谤和人权侵害，成为挑动对亚
裔仇恨的助燃器，把美国社会始终存在的歧视亚裔现象再次推高。

事实上，在“人权卫士”美国，不但侵犯人权的历史上不了台面，
而且人权现状也是一地鸡毛。非洲裔遭到排斥、白人至上主义盛行、反
亚裔，这些只不过是美国侵犯人权丑行的冰山一角。当下，“黑人命也是
命”运动还远未结束，“停止仇恨亚裔”等抗议活动又席卷全美，不知道
美国还有何颜面死抱着“人权卫士”的幌子，对他国指手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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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扇动
翅膀，可能引发太平洋上的一场风
暴。经济全球化时代，苏伊士运河上
的一艘巨型货轮搁浅，衍生影响同样
可能波及世界每一个地方。

近日，发生在苏伊士运河的堵塞事
件震动世界。海运成本上涨、货物交付
延期、石油价格攀升……随之而起的

“蝴蝶效应”正在显现。目前，尽管搁浅
的“长赐号”货轮已经脱困，苏伊士运河
也已恢复通航，但事件原因仍在调查，
全球供应链乃至全球贸易由此遭受的
冲击仍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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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权卫士”颜面扫地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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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3月30
日公布了2022年度起主要供高中1年级使用的教
科书的审定结果。在成为必修的地理历史与公民
新科目 《地理综合》、《历史综合》 和 《公共》
中，依据学习指导要领获得合格的所有30册教科
书均提及“竹岛”（韩国称“独岛”）。韩国政府
当天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就日本当天审
定通过挑衅“独岛”主权的高中教材表示强烈抗
议，敦促日方立即纠正。

日韩关系雪上加霜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
称，日本政府审定通过了基于本国中心史观、不
如实记载历史的教材。无论从历史上、地理上，
还是国际法上，“独岛”都是毋庸置疑的韩国固
有领土，日方又一次审定通过主张“独岛”主权
的教材，令人感到愤慨，韩方强烈谴责这一做
法。日本政府曾正确认识到慰安妇问题的本质是
战时侵犯妇女人权和普世价值，主动表示谢罪反
省，希望日方基于这一精神处理历史教育问题。

3 月 30 日下午，外交部亚洲太平洋局局长李
相烈约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相马弘尚，
就此事提出抗议。这是继2月日本举行“竹岛日”
活动后，韩国政府今年第二次召见日本公使。

历史问题仍难解决

韩国YTN电视台分析称，日本去年和今年分
别通过初中和高中教科书审定，强化歪曲历史教
育，这让本就恶化的韩日关系很难找到改善迹
象。此外，郑义溶就任韩国外交部长官以来，韩
日两国外长尚未通过话，两国大使也未来得及递
交国书。

“此次日本在教科书中增加竹岛/独岛内容，
加剧日韩矛盾。这是日本主动挑起事端，升级两
国摩擦。”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日韩间关于竹岛/独岛之争由来已
久，涉及岛屿主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规定
的岛屿周边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捕捞渔区设定
等复杂问题。竹岛/独岛的领土主权之争从多个
层面影响着日韩关系。如今，日韩间关于慰安

妇、劳工问题的历史问题与领土主权问题交织在
一起，两国矛盾加深。

美国斡旋收效甚微

据韩国外交部消息，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溶
表示，愿随时随地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举行会
谈，以解决韩日历史问题，改善两国关系。3月
31日，外交部亚洲太平洋局局长李相烈赴日，次
日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健裕举行
司局级磋商。共同社报道称，这是两国自去年10
月以来再次举行面对面磋商，也是美国拜登政府
上台后的首次。

“近来，美国国务卿、防长接连访问日韩，试图
拉近美日韩同盟关系。韩国明确表态希望与日对
话，这一态度转变与美国的介入有一定关系。但
从日本此次教科书事件中的举措来看，日韩关系
目前并未出现缓和迹象。”吕耀东认为，韩国希望
与日本讨论的慰安妇、劳工问题，一直是日本避而
不谈的话题。如今日本挑起竹岛/独岛的领土主
权问题，让日韩磋商面临更多复杂挑战。

争议岛屿又一次入选日本历史教材

日韩关系因领土之争再度恶化
本报记者 高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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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4 月 1 日零时，
中国铁建全资持有的智利5号
公路塔尔卡—奇廉特许经营
股份有限公司与原特许经营
商顺利完成工作交接，开始
运营智利 5 号公路塔尔卡—
奇廉段特许经营项目，这是
中国企业在智利首个公路特

许经营项目，也是中国企业
在智利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
项目，标志着中国企业成功
进入智利基础设施特许经营
领域。

图为车辆通过智利 5 号
公路塔尔卡—奇廉段的一处
收费站。 王黎旭摄

图为3月25日的卫星图片显示，重型货船“长赐号”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新航道搁浅。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