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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风险”新工具

10月4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
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发起反
补贴调查。

德媒报道称，欧盟要求在中国生产
电动汽车的制造商提供价格和成本的
详细信息，以评估“政府对电动汽车行
业的支持程度”。欧盟将根据调查结
果，评估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
反补贴关税来消除“不公平贸易行为的
影响”。调查预计将在启动后的13个月
内完成，届时将出台最终措施。

9 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在欧洲议会发表一年一度盟情咨文时
就曾宣布，欧盟委员会将对来自中国
的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对此，
德国联邦数字化与交通部部长福尔
克·维辛提出批评称，对中国电动汽车
的反补贴调查不仅会严重损害德国自
身的汽车产业竞争力，还会导致一系
列连锁反应，进一步影响中国和德国
在其他领域的经济合作。

针对欧盟决定对中国电动汽车发
起反补贴调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日前回应称，欧方发起此次反补贴
调查仅依据对所谓补贴项目和损害威
胁的主观臆断，缺乏充足证据支持，不
符合世贸组织相关规则，中方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十次
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中方曾明确表
示，欧方拟采取的调查措施是以“公平
贸易”为名行保护自身产业之实，是赤

裸裸的保护主义行为，将严重扰乱和
扭曲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汽车产业链
供应链，并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
影响。

另据外媒报道，欧盟还在考虑启
动对中国钢铁企业和风电产业的反补
贴调查。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启动的反补
贴调查以及正在考虑中的针对中国其
他产业的反补贴调查，是新一轮贸易
保护主义政策的体现。欧盟试图用产
业保护政策来保护内部产业，以阻止来
自其他国家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
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王震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
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严少华向本报记
者指出，欧盟反补贴调查所针对的领
域具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中国在这
些领域拥有明显优势；二是欧盟在这
些领域对华依赖度较高。“此次反补贴
调查是欧盟对中国实施所谓‘去风险’
的贸易防卫新工具。”严少华说。

焦虑和警惕

在欧盟正式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
的反补贴调查前，冯德莱恩曾表示，中
国电动汽车获得“巨额国家补贴”，人
为压低价格扭曲了欧洲市场。但分析
普遍认为，这一观点立不住脚。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认为，中国
电动汽车市场占有率的迅速增长是因
其品质胜于欧洲同类产品。彭博社刊

文指出问题的真正根源所在：“只需看
看曾经无往不胜的汽车制造商（比如
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份额不断缩水
就会明白，西方品牌如今在软件和电
子产品领域的竞争力下降了。”

严少华认为，欧盟此次启动调查，
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首先，在经济
层面，欧盟希望借此保护自身汽车产
业及相关领域就业。汽车产业是欧洲
传统优势产业之一，尤其对法国、德国
等欧洲经济大国来说，汽车产业占据
重要地位。近年来，中国电动汽车快
速发展，在欧洲市场占有份额越来越
高，这让欧盟感受到竞争压力。其次，
在政治层面，2024 年是大选年，欧盟
及其多个成员国将面临一系列重要选
举。尤其是当下，俄乌冲突持续发酵，
欧洲经济陷入高通胀和能源危机泥
潭，欧盟部分成员国内部右翼民粹势
力有所抬头。为了应对这一趋势，这
些成员国对保护本国汽车企业及相关
就业的诉求进一步增强。”

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称，欧盟一
方面出台推动电动汽车普及的环境政
策，另一方面对高性价比的中国产品
可能占据市场感到焦虑和警惕。为欧
洲车企研发降低成本的技术“拖延时
间”，或许是欧盟此次启动反补贴调查
的动因之一。

王震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率
先发起的贸易保护政策也对欧盟内部
的保护主义倾向起到助推作用。“2022
年，美国出台《通胀削减法案》，对电动
汽车购买者减免税金最多可达 7500
美元，并提供二手电动汽车贷款。这

一举措引发欧盟对自身汽车产业优势
受到冲击的担忧，也着手采取贸易保
护主义措施。此外，美国为了开展所
谓‘对华竞争’，敦促欧盟在钢铁制造
等产业形成针对中国的‘共同战线’。
同时，近年来美国实施的对华‘贸易
战’和‘脱钩’等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欧
盟对自身产业发展及产业安全的忧
虑。”王震说。

一把“双刃剑”

“欧盟发起的此项调查可能弊大
于利，其反作用就像‘回旋镖’，且
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大。”德国新
闻电视频道网站日前引述宝马汽车公
司首席财务官瓦尔特·默特尔的观点
称，如果在欧盟范围内对中国电动汽
车征收惩罚性关税，那么中国可能采
取反制措施，这将波及所有在华开展
业务的企业。

德国《巴登报》也指出，欧盟用
惩罚性关税保护本土市场是错误的做
法。目前中国仍然是大众、奔驰等欧
洲汽车制造商的重要销售市场，强行
征收高额关税将引发两国贸易战，从

而导致欧洲本土汽车品牌受到影响。
还有分析指出，欧盟声称要“保

护”欧洲汽车产业，但采取贸易保护
主义的政策，最后都被证明起不到保
护的效果，结果反而得不偿失。欧盟
此前对中国光伏产业展开的反补贴调
查就是一个前车之鉴。

德国《商报》日前报道称，2013
年至 2018 年，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
征收了保护性关税，但这并没有起到
多大作用。

“多年前欧盟对中国光伏产业实
施的反补贴、反倾销措施并未让欧洲
本土光伏产业顺利崛起。目前，中国
光伏产业在国际市场仍占据主导地
位。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和光伏产业
一样，之所以取得今天的发展成果，
得益于中国在价格、技术、产品质量
以及整个产业链长期投入而形成的综
合优势。欧盟启动反补贴调查，不能
解决欧盟自身在相关产业面临的问
题，反而可能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反
补贴调查后，欧盟成员国可能不得不
以 更 高 价 格 来 购 买 中 国 的 电 动 汽
车。”严少华说。

王震认为，贸易保护政策虽然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其他国家的电动

汽车进入欧盟市场，但是此举本身是
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更加节
能、廉价的外国电动汽车形成竞争，
那么在传统汽车领域具有巨大优势的
欧洲汽车公司或将没有足够动力向电
动汽车转型，这反而会进一步阻滞欧
洲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此外，失去外
部竞争压力后，欧洲电动汽车产业本
身开展科技创新的意愿也可能减弱。
在汽车生产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当
下，欧盟此举将给全球汽车产业带来
巨大的不确定性。鉴于中国在电动汽
车、风电等领域的成本及技术优势，
欧盟对中国相关企业及产品的限制还
将延缓其在节能减排、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等方面的努力，这与欧盟近年来
标榜自身是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雄
心不符。”王震说。

彭博社刊文称，欧盟与其浪费时
间调查中国的“补贴”，不如专注于
提高自身竞争力。

“欧盟应在产业政策方面增强自
主性和包容性，将重心放在对华合作
上，利用庞大的中国市场，加快推进新
能源转型，而不是将零和思维带入中
欧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中，牺牲自身
产业利益。”王震说。

欧盟对华反补贴调查难避查难避““回旋镖回旋镖””
本报记者 严 瑜

10月初，欧盟宣布开启对
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
此后，欧洲不少企业和媒体对
这一决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持续表达担忧。

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称，
德国车企宝马认为，如果欧盟进
一步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
性关税，那么可能产生“回旋镖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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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2023中国生物技术创新大会在成都高新区开幕。近
30位院士、300余位知名专家、1000余名专业人士、近 20家世界 500
强跨国药企和50余家国内外知名医药企业代表汇聚成都，共谋医药
健康产业创新发展。

本次大会以“高水平创新，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由中国生物技术
发展中心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成都高新区管理委员会承办，
将进一步促进生物技术领域融合创新与交流合作。

近30位院士齐聚蓉城
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大会开幕式上，受邀参会的院士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专题
分享，与参会嘉宾共同探讨生物技术领域的最新前沿课题，展望未
来发展趋势。

其中一位院士与参会嘉宾就未来食品产业化制造和规模化生产
等进行深入交流，并且对与食品生物产业密切相关的生物技术、未来
食品工业发展前景进行研讨。

此外，开幕式上，由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编的《2023中国生
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发展报告》《2023 中国临床医学研究发展报告》

《2023中国医疗器械科技创新发展报告——生物医用材料》和《2022
中医药发展报告》4本医学报告正式发布，分别从生物科学研究、临
床医学研发、生物医药材料和中医药等领域总结和介绍未来发展趋
势，为行业发展提供学术支撑。

设置16场分会和3场专题边会
共谋生物技术高质量发展

大会聚焦合成生物学、细胞与基因治疗、核素药物等专业领域，
设置16场分会，与往届相比，此次分会内容和主题更加细化。

其中，围绕药械创新突围和战略布局主题，企业创新分会聚集拜

耳、GE、罗氏、阿斯利康、默沙东等世界500强企业10余家，以及齐鲁
制药、联影医疗等创新企业90余家，分享和交流创新成果，探索国内
外药械创新合作新模式和新机遇。青年人才分会邀请 10余位科技
部重大专项成果青年科学家参会，发布天府锦城实验室（前沿医学中
心）全球青年人才策源计划第二批项目榜单。金融资本分会邀请君
联资本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相关负责人进行专题报告，并发布科
技成果路演项目榜单。

此外，大会还设置闭门研讨会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 3场专
题边会。其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题边会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等重大战略，促进关键技术产业需求对接，将推动欧林生物与陆
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柏奥特克与美莱德等成渝协作项目签
约，以及生物城—海科中心—成都海关签约，围绕海关应用技术及标
准化体系建设研究等方面，展开全方位、深层次合作，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注入创新动能。

生物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协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开幕式上，《2023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发展现状分析报告》
正式发布。

近日，成都高新区企业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天府国际生物
城完成血液制品产业基地建设并顺利投入生产运营。这是成都高新
区生物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的缩影。作为成都生物产业发展主阵
地，成都高新区积极引育顶尖人才和高端科创平台，推动企业创新品
种快速增长，加强创新品种国际合作，欧林生物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
大学成立联合实验室；康诺亚与阿斯利康达成合作。

下一步，成都高新区将瞄准生物产业未来赛道，加快人才引育和

创新品种研发上市步伐，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加快构建具有国

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医药健康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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