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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2 月 8 日，

南非知名外交政策智库南

非 全 球 对 话 研 究 所 发 布

《全球秩序变迁中的拜登

政府与非洲：写在美非峰

会之前》报告。报告认为，

美国政府对非政策始终服

务于自身利益，对待非洲

口惠而实不至，在非洲以

民主之名行霸权之实。参

加报告发布会的多名学者

指出，美国对非政策仍以

大国竞争为出发点，缺乏

对 非 洲 的 尊 重 和 实 际 行

动。即将召开的美非峰会

有作秀嫌疑。

这份报告指出，美国

对非洲在外交战略上的核

心诉求是让非洲国家在国

际安全、国际格局、大国竞

争上选边站队。历届美国

政府未能采取务实举措帮

助非洲应对发展挑战，未

能解决非洲政治和安全领

域 长 期 面 临 的 根 源 性 问

题，只是妄图把非洲国家

当作遏制中俄在非洲和全

球影响力的工具和杠杆。

尽管拜登政府对非态度较

特朗普时期相对积极，但

美国对非政策根本上依然

服务于美自身利益。

报告认为，美国正发

挥 美 国 非 洲 司 令 部 的 作

用，加大对一些非洲国家

的军事援助和培训力度，

增强对非洲所谓“民主”和

“人权”问题的影响。这意

味着今后美国可能以军事

安全、意识形态等名义，进一步加大对

非洲国家内外事务的干涉。此外，美国

寡头科技公司在非影响力日益增长，引

发非洲各国对于数字主权的关切，不排

除美国今后利用敏感数据损害非洲利

益的可能性。

报告提到，相较于美国的霸凌式外

交和家长式说教，中国不干涉内政、互

利 共 赢 的 立 场 受 到 非 洲 各 国 热 烈 欢

迎。中国对非合作重信守诺，从不开空

头支票，中国与非洲在经贸、人文、安全

等领域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报告呼

吁非洲国家擦亮双眼，坚持政治立场，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拒绝成为美国开展

大国竞争的“棋子”。

报告主笔人、南非全球

对话研究所负责人姆坦布

在发布会上表示，美方在美

非峰会之前发布的《美国对

撒 哈 拉 以 南 非 洲 战 略》显

示，美方仍以割裂的眼光看

待非洲。综合该对非战略

与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可以看出，美国真正的政策

重点并非其宣扬的对非友

好，而是意在遏制中国与俄

罗斯在非影响力。非洲坚

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

对 霸 凌 威 胁 ，拒 绝 选 边 站

队，相信美方对非的胁迫外

交不会成功。

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

研究中心主任蒙耶表示，即

将在华盛顿召开的美非峰

会有作秀嫌疑。美国领导

人 从 不 到 非 洲 举 行 峰 会 ，

2014 年的首届美非峰会和

即将举行的第二届美非峰

会地点均设在美国，这不符

合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伙

伴精神。此外，美国的非洲

裔长期遭受系统性的种族

歧视，美国大量囤积非洲急

需的新冠疫苗，并对非洲发

布歧视性的旅行禁令，这都

显示出美方对非合作缺乏

真诚和实际行动。对此，非

洲国家应联合自强，用统一

声音说话，维护自身立场和

利益。

纽约雪城大学教授坎

贝尔表示，美国出台的所谓

对非新战略毫无新意，实为

“新瓶装旧酒”，出发点是为

其扩大在非军事存在寻找借口。20 多

年来，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屡启战端、

强行输出“民主”，结果不仅没有消除恐

怖主义，反而给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许

多地区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南非全球对话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奈杜表示，美国将对非经贸关系政治

化、武器化，利用其对非贸易优惠政策

和债务干涉非洲政策。美国产品在非

洲市场不如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受欢

迎，美国就污蔑中国智能手机和 5G 技

术危害国家安全，大肆打压中国企业。

美国表面承诺放弃新冠疫苗知识产权，

无偿与非洲分享，但幕后仍有大量游说

集团阻挠，最终口惠而实不至。

南非智库发布报告认为

—
—

美国对非政策口惠而实不至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英国新任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日

前向议会提交秋季预算案，推翻了引发

市场动荡的前任政府推出的大规模减

税措施，并宣布在未来几年内提高税

收、减少财政支出。其中，对能源公司

征收暴利税一项备受市场关注。分析

人士认为，政府频繁更迭、政策反复、乌

克兰危机造成的能源危机、严重的通货

膨胀以及巨大的资金缺口等诸多因素，

决 定 了 英 国 的 能 源 转 型 之 路 绝 非 坦

途。2019 年以来发布的一系列能源转

型计划和能源安全战略恐将因此受阻。

英国能源转型之路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当时，一系列严重的空气污染事

件促使英国开启了以“减煤”为核心的

能源转型。经过近 70 年的努力，英国

能 源 结 构 出 现 了 重 大 变 化 。 2019 年

6 月，英国新修订的《气候变化法案》生

效，明确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英国

化石燃料发电的比例下降至 45%左右。

2020 年，英国又出台《绿色工业革命 10

点计划》，加大风能、太阳能、氢能等可

再生能源的开发。然而，新冠肺炎疫情

蔓延以及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能源市

场震荡，欧洲经济遭到重创，能源供应

紧张、价格暴涨、成本骤增等难题凸显，

英国面临“寻求能源独立”和“2050 年

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双重压力。

以上因素直接促成了今年 4 月出

台的英国能源安全战略。根据该战略，

英国将大力开发海上风电项目，拟实现

到 2030 年 50 吉瓦（GW）的海上风力发

电能力。英国政府还拟开发多达 8 个

核反应堆，力争到 2050 年核电发电量

达到 24 吉瓦时，约占英国预计电力需

求的四分之一。该计划还包括 10 吉瓦

时的低碳氢发电量，其中至少一半将来

自绿色氢发电。除了新能源，英国政府

还表示，为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

赖，将扩大北海油气开发，今年秋季为

北海的新油气项目发放许可证。

但无论是英国能源转型计划，或

是能源安全战略，都是立足中长期目

标设定的。在如今能源供求严重失衡

的局面下，这些政策显然远水解不了

近渴。

英国官方数据显示，英国 10 月份

通胀率高达 11.1%，今年的平均通胀率

将达 9.1%。另外，英国天然气公司 10

月底警告称，英国的天然气库存只够

用 9 天，而英国约 40%的电力来自天然

气发电。2021 年英国 17%的天然气是

以液化天然气形式进口的，若按西方

对俄制裁要求，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

的依赖，英国必须立刻寻找新的液化

天然气进口渠道。据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政府希望与美国达成每年 100 亿

立方米左右的天然气供应协议，但这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私营公司设

定的条件。此外，英国还需要寻求从

挪威和卡塔尔等国进口天然气，以确

保供应链安全。国际能源署指出，如

何兼顾短期和中长期目标，化解地缘

政治带来的能源安全风险，合理把握

转型节奏，对英国政府来说是个巨大

考验。

较长的建设周期和巨大的资金缺

口是英国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战略的

又一瓶颈。英国海上风电项目从规划

许可到全面运营大约需要 5 年时间，未

来作为低碳能源重要组成部分的核反

应堆的建设周期更是长达 10 年，且费

用昂贵。这也是英国财政部推出新预

算案的重要动因之一。根据新的预算

案，英国政府将对能源公司征收暴利

税，并缩减约 550 亿英镑的开支，同时

减 少 此 前 承 诺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项 目 补

助。有测算显示，完成该计划所有目标

需要 120 亿英镑的政府投资和 360 亿英

镑的私人投资。但英国媒体和相关研

究机构预测，真正的投资额肯定会远超

此数。一方面，在当前严重的通胀情况

下，投资金额必然会大幅上涨；另一方

面，很多潜在投资未被计算进去，例如

支持 50 吉瓦海上风电大规模电网建设

及储能技术的投资等。

英国著名能源贸易组织 Renew-

ableUK 警告说，未来 10 年，英国新风电

场和供应链建设预计需要吸引 1750 亿

英镑的投资。而新预算案宣布从明年

1 月到 2028 年 3 月向可再生能源发电

商征收 45%的暴利税，此举将严重阻碍

可再生能源新项目的引资能力。该组

织首席执行官丹·格瑞尔还对可再生能

源公司的不公平待遇提出异议：“暴利

税应该针对赚取巨额利润的能源部门，

政府却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税率设

定在 25%至 35%的较低水平。而且，可

再生能源发电商不会获得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投资者同等的投资补贴，这简直

让人难以置信。许多可再生能源发电

商签订了长期的固定价格合同，根本不

能赚取超额利润。目前的可再生能源

支持机制和差价合约正在提供比任何

其他系统都便宜的电力，这才是政府应

关注的正确模式。”

来自环保组织的压力也让英国政

府颇为头疼。很多环保人士认为，政府

应该首先提高能源效率，这不仅可以降

低能源价格和排放，也是提高能源安全

水平最简单易行的方法。环保组织对

北海开发项目难以认同，绿色和平组织

更是对英国政府将核能规划为未来英

国能源结构的重要部分表示愤怒。他

们认为，核反应堆既昂贵又危险，且建

设周期长，10 年周期的建设成本势必

将再次转移到消费者头上。

英国能源转型之路非坦途
王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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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崛起，是济宁市聚焦新旧动能

转换“十强”产业，坚持优存量和强增量协同发力的一

个生动剪影。济宁市在山东省率先编制实施济宁市

“十强产业”2022 年行动计划，大力培植优势产业集群、

培育重点龙头企业、培优产业生态环境，有力推动了产

业结构转型蝶变，助推新旧动能转换加速向“五年取得

突破”迈进。

加快链式集聚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率先成为省级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济宁高新区一体化道路机械智能制造、邹城

市矿山装备智造、兖州区智能农机装备入选山东省特

色产业集群；嘉祥、梁山肉牛产业入选国家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装备制造、精品旅游、新能源等 7 个产业集群

入选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鲁抗、山推、荣信等

13 家企业入选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领军企业。

济宁围绕“十强”产业中的“231”先进制造业（高端

装备、高端化工“两高”优势产业集群，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三新”新兴产业和医药产业），筛选

19 条关键产业链，绘制细化 29 个产业链图谱，并分链

条明确了重点扶持的龙头企业、链主型企业，推行“群

长+链长制”，实施企业攀登、千亿技改、企业上市、要

素保障、企业家培育五大工程，加快产业延链补链强

链，实现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培育龙头企业

为保障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晶

导微电子 1200 万片元器件项目顺利推进，济宁市成

立企业服务专班，先后梳理出用工、供电、用水、资金、

人才、政策类、服务类和综合类共 8 个类别、30 余项急

需解决的问题。帮助企业组织专场招聘会，成功招聘

了员工 1000 余人，为企业解决 161 亩土地指标，并协

调建设了东开发区净水厂，实现了向晶导微电子及周

边 10 余 家 公 司 直 线 供 水 ，大 幅 降 低 了 企 业 用 水 成

本。晶导微电子氮化镓应用器件先进封装项目已率

先列入济宁市“全球揭榜”项目，与电子科技大学共建

省内联合实验室。

企业是生产的细胞，有强大的龙头企业带动，才

能夯实“十强”产业链。济宁市大力支持想发展、敢争

先、勇攀登的企业，创新开展“助企攀登”活动。市县

两级选派 1560 名干部，联系服务 863 家“十强”重点制

造业企业，全力当好企业的“服务员”“联络员”“宣传

员”，让企业真正成为济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角”。

围绕主导产业创新发展重大需求，在高端装备、高端

化工两个产业构建“1+N”协同创新体系，打造以企业

为创新主体、以高校院所为创新源头、以科技人才为

创新支撑、以成果转化为创新目标、以政策引导为创

新保障的高效创新机制，推动人才链、教育链、产业

链 、创 新 链“四 链 ”深 度 融 合 ，持 续 提 升 区 域 创 新 能

力。针对“十强”工业产业，每个产业集群选取一家龙

头企业重点培育，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服务，通过全

力支持企业上项目、保障用能供给、破解发展难题、创

新合作模式、加快政策兑现等提供有力要素支撑，提

升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水平。截至 10 月底，全市新

增“四上”企业 1433 家，规上服务业企业达到 821 家，

省级“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瞪羚”企业达到 533 家，

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达到 248 家，市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达到 728 家。

强化项目建设

壮大“十强”产业，重大项目具有牵引性、示范性、支

撑性作用。济宁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建立重点

项目“市县领导包保+工作专班负责”推进机制，实施挂

图作战、倒排工期、“红黄蓝”管理，深化“半月调度、每月

核查、逐月通报”机制，形成“十强”产业项目招引、储备、

开工、建设、竣工的滚动接续发展格局。1 至 10 月份，

158 个省级重点实施类项目已全部开工、开工率位列全

省前茅，完成投资 641.9 亿元，已超额完成全年任务目

标；280 个市级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 583.2 亿元，投资

完成率 101.2%、快于时间进度 17.9 个百分点。

同时，济宁市千方百计强化项目要素保障，积极

化解项目规划实施中的堵点问题，促进项目顺利落

地 建 设 。 制 定 2022 年 度 新 增 建 设 用 地 计 划 指 标 预

支 意 见 ，为 190 个 重 点 项 目 预 支 新 增 建 设 用 地 指 标

10891 亩；开展政银企对接活动 11 场，精准推介重点

企业项目 385 个、融资需求 407.6 亿元，为其中 201 个

企业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219.3 亿元。济宁市政府还

与省新动能基金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新动能

基金公司拟出资 3 亿元，合作设立总规模 12 亿元的

济宁市新动能先进制造业投资基金，助力“十强”产

业高质量发展。

（数据来源：山东济宁市委宣传部）

山东济宁：

以十强产业引领新旧动能转换

山推工程机械生产线

晶导微电子生产车间

济宁能源海纳科技

珞石机器人测试车间

济宁海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