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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欧美经贸协调持续遇阻，双方结构性矛盾不断加深。面对昔日盟友，美国继

续秉持“美国优先”的单边思维，威胁将采取“旋转木马”策略，意图利用关税打击覆盖更

多欧洲部门。欧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呈结构性倒退局面，双方关系裂痕加深。近来，欧美经贸协调持续遇阻，双方在多
项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加深。尽管欧盟
曾借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复苏缓慢为由，
向美方抛出缓和双方经贸关系的橄榄枝，但
美方仍秉持“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思维，不
断加大对昔日盟友的施压力度，甚至威胁将
采取“旋转木马”策略，意图利用关税打击覆
盖到更多欧洲部门和区域。欧美跨大西洋伙
伴关系呈结构性倒退局面，双方关系裂痕
加深。

近期，美方再次借长达16年的欧美航空
争端对欧盟发难，威胁将改变对欧关税制裁
策略，包括更新制裁产品清单、提升现有关税
水平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表
示，由于欧洲给予空客补贴引发的公平性问
题，美方考虑再对价值高达31亿美元的欧洲
商品加征关税。同时，美方还威胁对欧洲实
行“旋转木马”式打击，即通过美国法律授权，
每5个月对加征关税的进口产品清单进行轮
换，将美方关税压力充分释放到更多部门与
区域，目的是为其单边保护主义行为辅以“加
强版”的关税打击手段。据了解，美方本轮关

税打击将继续重点围绕法国、德国、西班牙
和英国等四大空客核心国的输美产品，涉
及橄榄、啤酒、杜松子酒、酸奶及卡车等系
列商品，这意味着欧洲民用航空产品将受
到更大制裁。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美方将
就此启动一项为期30天的公众咨询程序，
并在必要时修改自去年以来已经实施的关
税报复产品清单。此前，围绕美方对欧盟
多年来为空客提供“不公正”关税援助的诉
讼，世贸组织于2019年曾批准美方对75
亿美元的欧洲商品加征关税，包括欧洲民
用飞机、意大利奶酪、法国葡萄酒等都在美

“定点打击”的制裁名单中。
面对美方又一轮关税威胁，欧方态度

强硬。欧委会发言人表示，美方提议的措
施“非常具有破坏性”，将对大西洋两岸企
业与制造业造成极大不确定性，并引发不
必要的经济损害，特别是在双方企业目前

正积极应对疫情冲击的情况下，将加剧双方
的经济困境。英国政府也于近期敦促美方谨
慎行事，并警告“针锋相对”的措施最终会造
成“双输”后果。

据了解，欧盟此前也曾针对美政府对波
音的违规补贴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声索，并威
胁将待结果出台后对美实行关税报复，但世
贸组织最终裁决已被推迟到今年秋季。同
时，面对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欧方也
曾向美释放积极信号，欧盟贸易专员霍根曾
于4月份致函莱特希泽，强调“共同的疫情危
机是让双方缓和紧张关系的重要契机”，但换
回的却是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单边主义
思维下的又一次无情冷落，甚至是变本加厉
的关税施压，不得不使欧洲对这个往日的跨
大西洋盟友“摒弃天真，不抱幻想”。

有法国媒体曾评论称，欧洲是时候正视
欧美关系结构性倒退的既成事实，并以团结
统一姿态重塑欧洲自主权。更有法国媒体认

为：“即使没有此次疫情，欧美关系也无法摆
脱倒退的命运，疫情只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
用。欧洲应真正认清特朗普政府治下‘美国
优先’思维的真实面孔。”

另有法国经济学家评论说，欧美间的结
构性分歧早已存在，并在疫情危机下日益延
伸至政治、经贸、安全等各个领域。从欧美经
贸谈判停滞不前、摩擦不断，到美单方面退出
经合组织“数字税”谈判、扬言对向美企征收

“数字税”国家实行制裁；从G7框架下协调
不畅、美疫情危机下执意举行“面对面”峰会
遭盟友冷遇，到美方突然撤出部分驻德美军
等，都在一步步蚕食着欧美间仅剩的互信基
础，使本应在疫情关键时刻坦诚合作的盟友
不断走向制裁与反制裁的“双输陷阱”。

该经济学家特别评论道，在欧美跨大西
洋伙伴互信陷入低谷、双方政治经济裂痕不
断加深的情况下，美持续加码关税的伎俩，将
会招致欧洲盟友进一步的“不信任感”与“双
输式”的关税反制，其背后显示的正是在全球
化背景下，欧美在发展理念、治理模式等领域
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传统欧美关系协调
模式与当下国际地缘政治演变及全球治理升
级脱节。欧方需要认清这一现实，重新掌控
欧美协调的主动权，以团结统一的姿态重塑
自身发展战略的自主权。

关税施压又加码 互信基础遭蚕食

欧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再遭重创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当地
时间6月29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二十国
集团（G20）国家贸易政策监测报告指出，
在2019年10月中旬至2020年5月中旬贸
易政策审议期间，各经济体大多采取了促进
进口的措施，各贸易部门包括商品、服务和
知识产权贸易正朝着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
迈进。

审议结果显示，G20经济体实施了154
项新贸易政策及相关措施，其中95项是促进
进口的贸易便利化措施，59项为限制进口措
施。在这些措施中，有93项（约60%）与新冠
肺炎疫情有关，这其中有助于促进贸易的措
施有65项，限制贸易的有28项。限制措施
包括上调关税、设置进口禁令和出口关税，以
及更严格的海关程序等，影响了G20经济体
2.8%的贸易。与疫情无关的进口限制新措
施涉及价值4175亿美元的商品贸易。同时，
自2009年以来一直实施的进口限制措施继
续存在，目前已影响到G20经济体进口总额
的10.3%，货值1.6万亿美元。

在审议期间，G20经济体还实施了61
项与疫情无关的贸易及相关措施，其中包括
30项旨在促进贸易的新措施。与疫情无关

的进口便利措施涉及贸易额约为7559亿
美元，为 2014 年 11 月份以来的最高水
平。这些促进进口的新措施包括降低关
税、取消进口税和降低出口关税等。进口
便利化措施贸易覆盖范围和影响货值均
大大高于前一个监测期（2019年5月份至

10月份，货值926亿美元）。从疫情暴发之
初至今年5月中旬，G20经济体废除了36%
的进口限制措施，还降低了许多疫情相关产
品的进口壁垒。

此外，在审议期间，G20经济体采取了
203项贸易救济行动，其中反倾销调查占所

有贸易救济的80%左右，其余为贸易保障措
施和反补贴行动。

在服务业方面，G20经济体在审议期间
推出的大多数新措施都是为了促进贸易，但
另一些新政策具有贸易限制性，如与外国直
接投资相关的投资战略和国家安全审查政
策。总体上看，G20经济体为应对疫情采取
的51项服务贸易措施，大多数具有促进贸易
的性质。

审议期间，G20经济体继续实施总体经
济支持措施，并将其作为总体贸易政策的一
部分。此外，G20经济体还实施了大量应急
支持措施，以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社会动
荡。在468项与疫情有关的一般性经济支持
措施中，包括货币、财政和金融措施以及优惠
贷款、信贷担保和刺激方案，这些措施总计价
值数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临时性措施。
这些应急支持措施是G20各国政府应对由
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和为强劲复苏做好准备
的战略政策核心。

与此同时，一些G20经济体实施了具体
的知识产权措施，旨在促进新冠肺炎疫情相
关防控卫生医疗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并放宽
了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的程序要求和期限。

世贸组织贸易政策监测报告显示

G20经济体贸易政策更加开放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6月29日表示，最新估计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到今年
年底，全球饥饿人口数量或将增至2.7亿，比疫情暴发前多出
82%。为应对这一局面，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启动有史以来规
模最大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将受助人数从2019年的9700
万增加至1.38亿。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疫情对拉丁美洲的影响最为严重，
需要食品援助的人口数量翻了近3倍。非洲中西部面临粮食
不安全的人数增加了135%，非洲南部则上升了90%。此外，
受到失业和海外汇款急剧下降影响，许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
国家的城市居民也陷入贫困和食不果腹的境地。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之前，全球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数
量已经在过去4年间攀升了近70%，受到气候变化、武装冲突
和经济社会冲击综合影响，饥饿开始侵袭此前从未遭遇过严
重粮食危机的地区。飓风和季风季节的大风和强降雨、东非
的严重蝗灾，以及武装冲突爆发，也使得全球部分地区的食品
储量处于低位，进一步加剧了疫情所造成的严峻形势。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比斯利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斗争的前线正从富裕国家向贫困国家转移。在医用疫苗诞生
前，食物保障是预防混乱的最佳办法。前所未有的危机需要
前所未有的应对，假如我们不能迅速有效地应对病毒威胁，就
将面临巨大的生命损失，减少饥饿领域的努力成果也将出现
倒退。”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启动应对

食品援助人数

将增至1.38亿

本报雅典电 记者曲俊澎报道：当地时间6月29日，希
腊央行行长亚尼斯·斯图纳拉斯向希腊议会提交《2019—
2020年货币政策报告》，预测2020年希腊经济衰退将介于
4.4%至9.4%之间，2021年希腊经济将迎来全面复苏。

希腊央行根据希腊经济走势作出预测，2020年希腊经济
将衰退5.8%，2021年和2022年则分别以5.6%和3.7%的速
度复苏。同时，该报告预测了未来希腊经济的两种走向。预
计在较坏的情况下希腊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9.4%，
在较好的情况下则将下降4.4%。

该报告同时指出，由于失业率上升和实际可支配收入下
降，私人消费预计将在2020年呈下降趋势。未来随着劳动力
市场条件改善，私人消费预计将对经济活动作出积极贡献。

在投资领域，2020年投资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不
确定性增加和投资决策暂时推迟等负面影响冲击，2021年
至2022年，投资水平将全面复苏。但银行的不良贷款将增
加，将限制银行向企业和个人融资，延缓投资和经济活动
复苏。

在国际贸易领域，由于国际环境急剧恶化，受外部需求下
降影响，预计2020年希腊货物出口将下降。同时，希腊海运
业将受到世界经济下滑和国际贸易下降的负面影响。但是，
未来随着外部需求复苏和竞争力提高，预计希腊货物和服务
出口在未来两年内将大幅度增加。

希腊央行推出预测报告

2020年希腊经济

将衰退5.8%

6月29日是尼泊尔的“水稻节”，当地民众插秧庆祝，祈盼
丰收。图为当日，几名尼泊尔妇女在位于加德满都谷地帕坦
的国家农业试验基地里插秧。 （新华社发）

爱尔兰进入社会经济重启第三阶段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新加坡旅游局日前发
布公告，为配合新冠病毒阻断措施松绑第二阶段计划，政府将
允许旅游业从7月1日起分阶段重开。

公告指出，经营景点和旅游业者必须向旅游局提交重开
计划书，并在文件内详细说明将如何采取防范措施、如何为员
工和客户提供安全的环境，才能获准重开。不过，这些景点和
设施在重开后必须将访客人数限制在接待量的25％以内。

目前，已提出申请并获得贸工部批准重开的13个旅游景
点分别是滨海湾花园花穹、裕廊飞禽公园、新加坡动物园、河
川生态园、室内游乐场BOUNCE、新加坡杜莎夫人蜡像馆、虚
拟游戏店Zero Latency、滨海湾金沙的艺术科学博物馆及空
中花园、环球影城、S.E.A海洋馆以及两家赌场。

新加坡旅游娱乐场所

7月起有限度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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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比勒陀利亚
电 记者田士达报道：
6月29日，中国驻南非
使馆同南非执政党非国
大妇联在豪登省瑞菲里
维小镇孤儿院联合举行
活动，向当地贫困社区
捐赠 1000 个食品包。
中国驻南非使馆临时代
办李南、非国大妇联主
席德拉米尼出席活动并
共同向当地社区居民分
发食品包。

李南表示，中国与
南非两国政府和人民患
难与共，携手抗疫。两
国领导人就中南及中非
共同抗疫深入交换意见
并达成广泛共识。中国
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
华侨华人等各界纷纷向
南非捐款捐物，积极为
南非赴华采购抗疫物资
提供便利和支持，并多
次组织视频会议，与包
括南非在内的非洲各国
卫生系统官员交流分享
疫情防控经验，充分彰
显中南及中非深厚的兄
弟情谊。

德拉米尼在讲话中感谢中国驻南非使馆
对受疫情影响民众的慷慨捐赠和宝贵支持，
认为这再次体现了南中两党两国特殊友好关
系。德拉米尼表示，中国共产党多次邀请非
国大代表赴华研修，并帮助非国大妇联建设
西苏鲁妇女领导力学院和技能培训教室，促
进了南非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中国为非国
大和妇联所做的一切，我们都将铭记在心”。

尼泊尔农民插秧忙

爱尔兰从6月29日起进入社会经济重启的第三阶段，又一批商业和服务设施恢复营业，人们的活动空间再度扩大。但卫生专家指出，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出现了一些苗头性问题，民众的防控意识仍不可松懈。图为爱尔兰都柏林的一家餐馆恢复营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