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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磕绊总不断

外界普遍认为，美印近来这番经贸摩
擦，导火索是印度国内生效不久的电子商
务新规。

2月1日，印度商工部下属的工业政策
与促进局牵头发布的电子商务领域外国直
接投资监管新规计划正式生效。有分析认
为，新规旨在限制外国企业，扶植本土公
司，对亚马逊、沃尔玛等在印深耕多年的
美国跨国公司影响明显。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新规禁止亚马
逊和印度本土最大的电商公司弗力普卡特
与销售商签订独家协议，限制了他们打折
销售的能力，并禁止其通过自己有股权的

供货商出售商品。这意味着这些公司在印
度快速发展的在线市场的经商方式受到限
制，而这一市场到2027年的总价值有望达
到2000亿美元。

美印在经贸领域的磕绊由来已久。据
悉，2018年，印度政府宣布了一项强制外
国电商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印度本地进
行数据存储的提案，并对电子产品和智能
手机征收更高关税，遭到众多美国游说团
队的强烈反对。更早之前，美国还曾对印
度限制医疗器械价格的决定表示抗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止一次批评印度
向美国征收高额关税，并在2018年11月取
消了印度出口美国的 50 种产品的免税优
惠。迫于压力，印度已将从美国进口哈雷
摩托车的关税下调了一半。但特朗普政府
对此并不满意。今年 1 月，谈及贸易问

题，特朗普再次向印度“猛烈开火”。
“不满的清单已经越来越长，现在又

加上了电子商贸问题。”路透社引述一名
印度官员的话称。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
贸易代表正在对印度作为普惠制受惠国的
地位进行重新评估，并可能在近几周内宣
布结果。路透社认为，普惠制自20世纪70
年代开始实行，印度是这一政策的重要受
惠国。如果美国真的取消对印度的普遍优
惠制，那将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印采取的
最强硬惩罚措施。

伙伴也难逃大棒

“莫迪政府推行电子商务新规，主要
着眼于今年 5月的印度大选，想在并不乐
观的经济形势下寻找突破。”北京大学南
亚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分析称。

眼下，距离大选还有 3 个月，莫迪领导
的印度人民党选情并不乐观。2018 年底，
印度人民党在 5个邦的议会选举中全部失
利，这种惨败在其执政后从未发生过。

“这表明在分层加剧的印度社会，莫
迪政府的政策并未惠及更多中下层选民。
电子商务新规及莫迪政府近期出台的其他
扩张性经济政策，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取选
民，挽回失分。”姜景奎说。

而在特朗普政府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
单。虽然印度仅为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按
照2017年的统计，美国在两国货物贸易中的
逆差只有229亿美元，但双方贸易的增长率
和结构仍然引起特朗普政府的关注。

“2009 年，美国对印度的货物贸易和
服务贸易的逆差总和是71.01亿美元，2017
年上升到 273.61亿美元，增长 285.3%。在
这期间，双边贸易额也增长了一倍多。过
快的增长幅度引起了美国的重视。此外，
美国对印度的服务贸易也处于逆差状态，
双方在服务业上的竞争态势正逐渐显现，
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的贸易争端也较为
频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
究所副研究员孙立鹏向本报分析指出，诸
多因素促使特朗普政府认为有必要趁机敲
打一下印度。

还有观点指出，美印之间近来频繁的
经贸摩擦，实质是特朗普以制造业回归为
主要标志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与莫迪
大力推动“印度制造”计划碰撞的结果。

上台之初，莫迪就提出重振“印度制
造”政策，意在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和出

口大国。同样希望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
普政府从中感受到日益强烈的挑战。因
此，即便印度是美国“印太”构想的重要伙
伴，也难逃贸易“大棒”。

“特朗普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不针对
某个具体国家。如果盟友或伙伴在对美经
贸上表现不好，美国照样出手，此前对
日、韩等国挑起的经贸摩擦就能证明这一
点。”姜景奎说。

摩擦将成常态化

目前，关于是否取消或缩减对印度商
品的普惠制待遇，美国官方尚未作出回应。

“靴子”还悬在空中。不少关注的目光
瞄向了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的印度之行。据
悉，访问期间，罗斯将与印度商工部长普拉
布举行会谈。有预测称，美印贸易、印度电
商新规等问题都将摆上议事桌。

“罗斯访印表明，美国仍然非常重视
印度市场，希望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深
化、平衡。从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战略布局
来看，力推‘印太战略’，印度是一个重
要支点，美国希望稳定双边关系，而经贸
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孙立鹏认
为，近期美国不太可能在经贸领域对印采
取强硬举措，更可能通过施压，为下一步
谈判争取砝码。

姜景奎也认为，美印在战略层面仍有
相互依存的需要，澳大利亚和日本也有可
能游说美国给予印度特殊照应。“另外，
美印之间的贸易额不是很大，对美国整体
经济的影响还未明显显现，关键的谈判可
能会在5月印度大选后再正式提上日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能松一口气。分
析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至少在口头上会
继续维持强硬姿态，不会轻易对印让步。

而在当前胶着的选情下，印度对美示
弱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莫迪政府强推电
子商务新规，目的是为了在选前安抚国内
中小企业的不满情绪。“无论是执政的印度
人民党，还是作为反对党的国大党，都暂时
不会对美采取柔性态度，因为一旦示弱，就
有可能失去选票。”姜景奎说。

《华尔街日报》 也认为，随着大选逐
渐临近，印度政策制定者对美国企业的施
压会不断加码，通过修改政策使本国企业
获益。

美印叫板还将持续。“双方经贸摩擦
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升级，但会成为常态化
趋势。”孙立鹏说。

美印会上演贸易大战吗？
本报记者 严 瑜

美印会上演贸易大战吗？
本报记者 严 瑜

当地时间 2月 14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将率团访问印
度。外界预测，美印近期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将成罗斯此行
的重要议题。

路透社日前报道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重新评估在
“普遍优惠关税制度”框架下授予印度的最惠国地位，或将撤
销涉及自印度进口到美国的总价值约56亿美元产品的零关税
待遇。

环 球 热 点

非洲联盟 （非盟） 第
32 届首脑会议 2 月 11 日在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
贝巴闭幕。新任非盟轮值
主席、埃及总统塞西在闭
幕式上表示，解决非洲难
民问题是他任期内的主要
工作方向之一。

分析人士指出，非洲
难民危机依然严峻，长久
之计还在于源头治理，只
有促进经济发展才能从根
本上恢复稳定和减少难民。

由于战乱、气候变化以
及恐怖主义等因素，难民问
题成为困扰全球的顽疾之
一。而在非洲，这一问题尤
为严峻。

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
示，非洲大陆目前有730多
万难民，占全球难民总数
的大约1/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在非盟首脑会议开幕致
辞中说，最近非洲一些国
家冲突降级，或者签署了
和平协议，对缓解难民危
机产生了积极影响。他指
出，非盟和联合国在解决
冲突和预防冲突方面取得
了 成 果 ， 这 股 “ 希 望 之
风”可以从非洲扩展到世
界其他地区。

埃及总统塞西认为，非
洲难民问题根源在于安全
不稳、发展不均。为此，他
呼吁各国携手共同打击恐
怖组织及其背后的支持者；
推动落实非洲大陆自由贸
易区协议，提升非洲产品在
世界上的竞争力；推动非洲
区域协同发展和一体化进程，支持跨国项目和投资；
为青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加快实现技术本土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
瑾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难民危机的根源在于发展
的不平衡，应努力发挥国家的作用，通过发展促进
和平与安全。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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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德国《南德意志报》网站报道，第55届慕尼黑
安全会议将于2月15日在德国慕尼黑开幕，德国总理
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原计划在会议上发表讲话。
但法国近日宣布，马克龙已取消出席会议的计划。柏
林雅克·德洛尔研究所所长亨里克·恩德莱因认为，马
克龙放弃同默克尔一同亮相是“一个象征性信号”，
法德“逐渐疏远”的迹象愈加明显。

“轴心”也有分歧

1月22日，法德首脑马克龙与默克尔在两国边境城
市亚琛签署了《德国和法国关于合作和一体化的条约》

（简称《亚琛条约》），旨在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
与安全事务上的合作，携手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

然而，外界对“法德轴心”的马力是否足够存有
质疑。英国 《金融时报》 近日刊文称，《亚琛条约》
签署的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仅依靠“法德轴心”
驱动欧洲一体化的意愿难以实现。

与此同时，有分析认为，法德之间目前存在一些
利益分歧，如两国未能就欧元区的广泛改革达成一
致，德国政府阻挠马克龙期望实施的欧盟数字税，双
方对波罗的海“北溪 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态度存
在差异等。

近年来，随着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政党势力增大，
主流政党对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热情减退，经济增长放
缓，一体化的前进动力有所减弱。

在欧洲内部形势如此复杂、两国利益分歧增多的
形势下，“法德轴心”能否继续发挥作用，维持马力？

内忧须先解决

“大国之间存在分歧是很常见的，国与国之间的
合作看重利益分配。出现分歧并不代表法德两国将

‘冷处理’彼此长期努力建设的关系。”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院欧洲所研究员张蓓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称。

张蓓指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变动的欧洲对“法
德轴心”的向心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法意之
间外交风波不断，英国“脱欧”余波难平，美俄宣布
暂停履行 《中导条约》，这些都增加了欧洲的不安定
因素。国际问题的复杂化抬高了外界对法德合作的期
待，而在目前形势下，“法德轴心”难以完全实现这
样的期待，因而显得马力不足。

与此同时，默克尔和马克龙都面临着国内政治的
挑战，需先解内忧，才有暇顾及外患。德国进入政治

转换阶段，法国的改革举措与公众情绪的碰撞导致社
会动荡。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近
日撰文所言：“法德两国领导人已在尽他们最大的努
力，只不过各自国内因素限制了他们的努力”。

合作意愿坚定

尽管困难重重，但从近年来法德在多领域开展的
合作可以看出，两国积极推进合作的本质没有改变。
崔洪建认为：“这些年来，在欧洲一体化的困难时
刻，法德一直坚定站在一起。”

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法德两国的态度始终保持一
致。在美国政府宣布启动退出 《中导条约》 程序之
后，法德政府相继表态，呼吁维护 《中导条约》。针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决定，
法德两国均公开表示反对。

据英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英法德三国外长于 1
月31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三国已建立与伊朗开展贸
易的专门机制。此外，法德在军事方面也实现了完备
的合作机制，旨在重启“法德轴心”作用的《亚琛条
约》进一步强调了两国建立共同经济区与安全政策等
领域的合作。

虽然法德之间的利益分歧不可避免，欧洲面临的
危机也仍然存在，但两国合作关系难被撼动。如默克
尔在1月23日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所说，法德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作出承诺，作为重要的伙
伴要在欧洲发挥重要作用，使欧盟得以继续发展。

“法德轴心”马力尚足
赵雪彤

图为 1 月 22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马克
龙在德法边境城市亚琛签署《亚琛条约》。

新华社记者 逯 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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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政府 2 月 11
日宣布，当天与法国造船
企业海军集团签订战略伙
伴关系协定，后者正式获得500亿澳元（约合350亿美
元）合同，为澳大利亚设计和建造12艘攻击潜艇。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国防部长派恩及国防工业部
长乔博11日发布联合声明说，这批潜艇将在未来几十
年保护澳大利亚的安全和繁荣发展，并能加深澳法两国
在国防领域的关系。声明还表示，这一批潜艇是澳大利
亚900亿澳元（约合638亿美元）“国家造船计划”的支
柱。根据该计划，澳大利亚未来将建造54艘海军舰艇。

12艘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
2 月 11 日发表声明说，12
名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绑架的雅兹迪妇女儿童当天在伊拉克北部获得解救。
声明称，伊安全部队当天在北部尼尼微省摩苏尔附近
发起营救行动，成功解救6名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
绑架的妇女及其6名子女。伊拉克于2017年12月宣布
取得打击“伊斯兰国”历史性胜利，但目前仍有一些
极端分子藏身偏远地区，伺机发动袭击。根据联合国
的一份报告，目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
成员总数估计超过2万人。 （均据新华社电）

12名

图为2月11日非盟第32届首脑会议闭幕。
新华社记者 李 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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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欢度 2019 年春节活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图为两名女子在舞龙的队伍前自拍。
新华社记者 程婷婷摄

2 月 10 日，欢度 2019 年春节活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图为两名女子在舞龙的队伍前自拍。
新华社记者 程婷婷摄

图为在2018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 （左） 与印度
总理莫迪 （右） 合影。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