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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欧委会发布报告警告，欧洲半数国

家可能正在经历 500 年 来 最 严 重 的 干 旱 危

机。其中，夏初以来频遭火灾袭扰的法国已

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据统计，法国 1 月至 7 月降雨量较往年

平均水平减少了约 33%，且干旱威胁“前所未

有地遍及多个大都市区”。法国政府此前发

布的数据显示，受这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

严重的旱灾”影响，法国本土 96 个地区均处

于旱情监控当中，已有 93 个地区被限制用

水，其中 78 个已处于“危机状态”。这是干旱

警报机制中的最高等级，相关地区已发布禁

止为私人游泳池、喷泉、草地等供水在内的数

十项禁令措施。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场历史性的干旱已

对法国民众生活造成影响。

一方面，饮用水供应持续承压。此前，法

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克里斯托弗·贝舒表示，法

国当前面临的旱情危机是史无前例的，全境

超过 100 个市镇的管道中已经没有饮用水，需

要靠水罐车进行供水。如，在法国南部旱情

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瓦尔省的部分市镇，居民

生活用水需用运水车每日往返 6 次至 8 次才

能保障。

另一方面，农作物收成面临威胁。作为

欧洲重要产粮区，法、德、荷等国今年的土豆、

玉米等作物面临减产，其中法国土豆产量预

计将比过去 20 年的平均产量减少约 20%。同

时，欧委会将今年欧盟玉米产量预期下调至

5930 万吨，下调幅度接近 10%，这也是欧委会

连续第二个月下调玉米产量预期。另据相关

预测，欧盟大豆和葵花籽的产量也将分别减

少 15%和 12%。

有法国水利专家分析认为，干旱造成的

系列影响，除与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等

客观因素相关，也暴露出法国长期以来在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和水资源利用等领域存在的

短板。

第一，水利基础设施利用效率不高。据

法国公共供水和卫生服务观察机构调查显

示，法国输水管网长期存在泄漏损耗问题，损

失率平均达 20%，部分管网设施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且相关设施并未被充分利用与妥善

维护。部分农村地区因缺少维护资金，输水

管网泄漏损耗率甚至高达 50%至 70%，亟需利

用无人机、声学探测器和人工智能等多种工

具重新勘察与维护。

第二，水资源分配与利用效能不足。水

资源分配不合理与利用不科学也在一定程度

上加剧了干旱的负面影响。据相关统计，在

法国，工业用水消耗量约占总消耗量的 34%，

农业用水占 45%。在夏季，农业用水量骤增，

有时甚至会达到 80%，极大增加了水资源调

配压力。

第三，水安全问题堪忧。此前，杀虫剂、

硝酸盐等化学用品的大规模使用，带来了严

重的水污染问题。据统计，自 1980 年以来，法

国 因 此 而 永 久 关 闭 的 饮 用 水 集 水 区 超 过

4300 个。

面对干旱危机及由此引发的系列风险，

法国政府正在尝试多管齐下，通过弹性政策

努力保障民生。此前，法国总理博尔内已宣

布激活部际危机应对小组，针对当前旱情采

取针对性措施：一是在年初 25 亿欧元的年度

预算基础上再追加 1 亿欧元，用于缓解干旱

冲击，并授权 6 个水务机构予以监督执行；二

是指示专业水利部门对水资源调配与使用

进行更为高效与科学的统筹，尤其是要覆盖

建筑、工业、农业等重点领域，全力确保饮用

水供给；三是推动水利及输水管网现代化改

造与维护，为农业滴灌、污水处理、管网疏浚

等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最大限度节约用水，

补充地下水；四是为受影响农户提供补助，

并引导农业向更科学、更现代化的灌溉模式

转型，推动高效灌溉设备、土壤湿度传感器

铺设，加大土壤农林覆盖等监测与节水工程

建设实施力度。同时，指导部分农户改种耐

高 温 耐 干 旱 的 高 粱 作 物 ，最 大 限 度 减 少

损失。

另有法国经济学家提醒，饮用水短缺、粮

食减产等仅是干旱危机带来的直接影响，更

严峻的考验在于干旱叠加愈发严重的通胀问

题与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与粮食危机。这

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可能诱发系统性民生保

障难题。

据法国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法国 7 月

通 胀 率 为 6.1%，达 到 1985 年 以 来 的 最 高 水

平。法国经财部长勒梅尔此前也曾指出：“法

国的高通胀将至少持续到 2022 年底。在未来

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我们将继续面临非常

高的物价。”

还有法国经济学家援引预测模型指出，

乌克兰危机与欧俄间制裁与反制裁的博弈已

使欧洲能源与粮食供应面临极大风险，民众

正承受高物价、高油价等巨大压力压力，，而旱情带而旱情带

来的粮食减产来的粮食减产、、饮用水困难以及水位下降推饮用水困难以及水位下降推

升河道航运成本等问题升河道航运成本等问题，，将使一切雪上加霜将使一切雪上加霜，，

民生保障会面临更大压力民生保障会面临更大压力。。

长远来看长远来看，，能不能解决好当前面临的问能不能解决好当前面临的问

题题，，将关乎法国乃至欧洲在未来能否按照计将关乎法国乃至欧洲在未来能否按照计

划加快推动经贸划加快推动经贸、、数字数字、、生态等领域系列结构生态等领域系列结构

性改革性改革。。毕竟毕竟，，计划顺利推进的前提是拥有计划顺利推进的前提是拥有

稳定的社会环境与充足的资金预算稳定的社会环境与充足的资金预算。。

干旱危机考验法国民生保障
李鸿涛

8 月 30 日，印度尼西亚议

会正式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最终确

定了印尼的成员国地位。

印尼贸易部表示，将立即

通知东盟秘书处和其他缔约

国。贸易部国际贸易谈判司负

责人贾特米科·布里斯·维特亚

克索诺进一步表示，在所有成

员国收到通知 60 天后，RCEP

将在印尼生效。如果 9 月底可

以完成通知，那么该协定将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在印尼生效。

贾 特 米 科 表 示 ，虽 然

RCEP 是 由 印 尼 在 2011 年 发

起的，但印尼批准国际贸易协

议的过程耗时较长。这是因为

印尼批准立法分为多个阶段，

且需要多轮来自专家的学术评

估，贸易部不能减少流程。

RCEP 成员国包括东盟 10

国以及中国、澳大利亚、日本、

韩国和新西兰。在东南亚 7 个

国家以及澳大利亚、中国、日本

和新西兰去年底批准后，该协

议于今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印 尼 经 济 协 调 部 长 艾 朗

加·哈 塔 托 表 示 ，RCEP 是 世

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覆盖了

全球约 27%的贸易、全球 29%

的国内生产总值、全球 30%的

人 口 以 及 全 球 29% 的 对 外 直

接投资。RCEP 成员国是印尼

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国，占

出口总额 1326 亿美元的至少

60%，占进口总额 1306 亿美元

的 71%。

艾朗加·哈塔托表示：“与

印尼参加的其他贸易协定相

比，RCEP 具有许多优势。”第

一，RCEP 简化并为其成员国

的 贸 易 规 则 提 供 了 确 定 性 。

第二，印尼将以更低 的 成 本 、

更 高 的 效 率 获 得 区 域 价值链

扩展与深化带来的优势。因

此，印尼生产商可以从出口中

获得更多附加值。第三，RCEP 鼓励增加进入印尼的外

国投资。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印尼有机会进一步优

化经济资源利用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第四，RCEP 还

包含其他几个重要特征，例如消除可能阻碍服务贸易

的障碍，通过创建有利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和提高使

用数字化能力等方式支持中小微企业，提升保护知识

产 权 执 法 水 平 ，通 过 技 术 和 经 济 合 作 缩 小 发 展 差 距

等。第五，RCEP 还开辟了新的市场准入渠道，特别是

为印尼农业和种植业、渔业、汽车和电子、食品和饮料

以及化学和机械行业产品进入中国、日本和韩国市场

提供了机遇。

艾朗加·哈塔托还表示，印尼将继续推动将 RCEP 秘

书处设在雅加达，这在 RCEP 联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也得

到了支持。印尼方面认为，与该地区其他城市或国家相

比，雅加达作为 RCEP 秘书处的所在地在运营、法律和外

交以及政治方面具有优势。

印尼批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陈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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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受强季风降雨影响，巴基斯坦多

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巴基斯坦国家灾难

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强降雨天气在巴基

斯坦引发的各类灾害已造成 1000 人遇难，全

国上下受灾人数超 3300 万人，占该国总人口

的 15%。此次洪涝灾害的严重程度在巴基斯

坦历史上“前所未见”，这也让该国刚刚稍有

起 色 的 经 济 不 得 不 再 次 面 临 新 一 轮 严 峻

挑战。

在此次洪涝灾害中，巴基斯坦国内有超

过 5.5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一度或正在被洪水

淹没。就像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近期在巴北

部视察洪水重灾区时感叹的那样，“到处都是

汪洋一片”。

在巴基斯坦，每年夏季降雨都会在部分

地区引发洪涝灾害，但是今年这次洪涝灾害

的烈度史无前例。究其原因，今年巴基斯坦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强降雨，降水量创历史新

高。根据巴基斯坦国家灾难管理局 8 月 29 日

的最新通报，截至当日，巴基斯坦全国降水量

超过过去 30 年同期平均水平 186%。其中，在

位于巴基斯坦南部的信德省和俾路支省，降

雨量的增幅更是惊人，信德省降雨量超过过

去 30 年同期平均水平 467%。巴基斯坦南部

地区也成为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地方。

严重的洪灾对巴基斯坦经济造成了巨大

冲击。农业是该国赖以生存的支柱性产业。

由于大片土地被洪水淹没，全国近 50%的棉

花、水稻、芝麻、番茄、辣椒被毁，并且农民即

将错过小麦的最佳播种期。纺织业是巴基斯

坦出口创汇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作为纺织

业原材料的棉花收成在短时间内大量下滑，

意味着政府为了保护纺织业必须大量进口

棉花，这会为本就存量不足的外汇储备增添

更大压力。考虑到水稻、小麦等农产品也在

这次洪灾中受损严重，来年收成估计仍将处

于较低水平，进而影响明年的农产品出口收

入，部分农产品甚至需要通过增加进口的方

式保证存量。因此，巴基斯坦的经常账户无

论是当前还是未来一年内都将面临相当大的

压力。

农业遭遇重创的另一个连锁反应是食品

价格猛涨。洪灾造成种植业和牲畜业损失，

叠加农产品供应链中断，将进一步加剧巴基

斯坦的通胀压力。分析人士预计，通胀将在

未来几个月内飙升至 26%至 27%区间，然后才

会慢慢下降。洪水给农产品市场带来的压力

已经传导至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于巴基斯坦

全国市场的预期走低。8 月 30 日，巴基斯坦

证券交易所指数高开低走，甚至国际社会援

助方面的利好消息也没能安抚人们对于洪灾

的担忧，最终全天下跌逾 300 点。

尽管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长期来看，洪涝

灾害对于巴基斯坦宏观经济的影响其实并没

有那么大，但不得不说，时机太不凑巧。在巴

基斯坦尤其需要提振经济的当下，洪灾的发

生无疑令人棘手。

另据统计，自洪灾发生以来，中国在中巴

经济走廊社会民生合作框架下提供了数以万

计的帐篷和毛毯等物资，目前已悉数投入救

灾一线。中国还将追加包括 2.5 万顶帐篷及

其他巴方急需救灾物资在内的新一批紧急人

道主义援助，超过 3000 顶帐篷和其他物资刚

刚运抵卡拉奇。多位巴基斯坦分析人士表

示，为保障流离失所的民众的基本生活，巴基

斯坦还需要国际社会更多人道主义援助。

上图为巴基斯坦海得拉巴的人们在积水

路段骑行。 （新华社发）

洪灾重创巴基斯坦农业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施普皓

严重的洪灾对巴基斯坦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尤其是农业受到重创。一方面，由于

大片土地被洪水淹没，不仅大量作物被毁，部分品种最佳播种期也将错过。这意味

着，今明两年收成均处于较低水平，农产品进口压力明显增大，必然导致外汇外流、经

常账户承压；另一方面，洪灾造成种植业和牲畜业损失，叠加农产品供应链中断，将进

一步加剧巴基斯坦通胀压力。目前，洪灾给农产品市场带来的压力已经传导至资本

市场，投资者预期走低。

今夏以来，欧洲多国干旱肆虐，法国已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连续高温与持续少雨直接

威胁当地饮用水与灌溉用水安全，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法国长期存在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水资源

科学分配等方面的短板。专家认为，用水困难、农产品减产等问题，叠加当前通胀恶化及乌克兰危机带

来的能源与粮食冲击等多重风险将使欧洲民生保障持续承压，并将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后续系列改革

与转型形成掣肘。

图为法国巴黎战神广场干枯的草坪。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