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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盟《 数 字 服 务 法 》

(DSA）近日正式生效。作为

欧盟委员会数字化战略的核

心组成部分，该法案将为欧

洲单一市场的数字服务活动

指定一个统一监管标准。《数

字服务法》由欧盟 27 个成员

国商讨制定，旨在确保用户

的在线安全，阻止非法或违

反平台服务条款的有害内容

传播。欧盟机构冀望借此法

保护用户隐私与言论自由等

权利，但在网络国界日益模

糊的今天，加强全球层面的

监管协调或许才能更好促进

“数字以人为本”。

根据该法案规定的适用

范畴，任何向欧盟境内网络

用户提供服务的“数字中介

服务运营商”(INSPs）均会受

到相关约束。这意味着欧盟

以外的 INSPs 理论上也需接

受《数字服务法》的约束。

2020 年，欧盟机构先后

酝酿形成了《数字服务法》和

《数 字 市 场 法》草 案 。 2022

年，欧洲议会高票表决通过

这两部草案。《数字服务法》

与《数字市场法》均是为了规

范跨国网络巨头在欧盟境内

无序扩张行为，以防其强力

攫取垄断性优势的法律。其

中，近日生效的《数字服务

法》更聚焦于对数字服务内

容监管，兼具意识形态约束

与市场竞争管理考量。

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

里·布雷顿表示，每月活跃用

户超过 4500 万的“超大型在

线平台”需严格执行相关规

定，美国网络巨头谷歌、亚马

逊、优兔等 19 家跨国网络公

司均被列为此类平台。具体

而言，包括在线中介服务、在

线搜索引擎、在线社交网络

服务、视频共享、网络浏览

器、云计算服务等网络平台

均有可能被纳入该法案的监

管范畴。

有消息称，上述 19 家公

司并非一成不变，欧盟机构将持续跟踪平台活跃用户数量

变化，更新重点关注对象。根据法案内容，欧盟委员会有权

对违规企业开出罚单，最高罚款金额将“不超过该企业上一

财政年度全球营业额的 6%”。

《数字服务法》折射出欧盟有意在全球数字经济监管领

域抢占制高点的考量。该法案域外适用及可能引发的全球

影响引发业内关注，预计未来美欧围绕跨国网络监管的博

弈斗法将更加激烈。

近年来，欧盟一直希望成为全球“最安全可靠的数字市

场”及“数字规范建设者”，接连制定出台了《数字服务法》

《数字市场法》等法理工具，其重点关注的大型网络平台似

乎也主要是为美国公司“量身打造”的，并一度遭美方谴责

“歧视”美科技公司。对此，欧盟则反击称，“互联网已成美

大型企业主导全球市场及美机构加强监控的代名词”。有

评论认为，在《数字服务法》落地实施后，“布鲁塞尔有可能

进一步替代华盛顿成为硅谷的监管者”。

诚然，《数字服务法》在推动全球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方

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其总体基调为“强监管”，这将倒逼

欧盟以外的大型网络平台提升透明度，承担大量合规义

务。不过，该法案未来在具体实践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尚

有待观察。

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国家与地区动辄抢先抢快，缺乏国

际协调的“占山头”式立法，客观上可能损害包括网络数字

安全与发展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发达国家“跑圈画

地”的传统全球治理思路忽略了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与作

用，对“数字主权”的主张不仅有可能逐渐演变成新的保护

主义，更阻碍了相关技术的跨境合作与创新，背离了数字技

术发展的初衷。为避免形成新的“数字孤岛”，各方应持开

放心态，开展多边合作应是必由之路。

﹃
数字以人为本

﹄
更需多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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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俄乌冲突和对俄制裁引发的国际

能源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匈牙利在保障居

民用气和倡导节约用气的同时，展开多场外

交行动，与多个产气、输气大国签署协议，确

保国内天然气供应安全和稳定，着手推进天

然气多元化进程。

多方合作“引气入匈”

8 月以来，匈牙利接连动作，相继与多个

国家达成合作。

8 月 20 日，匈牙利与阿塞拜疆签订 5000

万立方米天然气储存合同。根据合同，今年

将有 1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从南高加索国家输

送至匈牙利，未来这一数量可能增加到 10 亿

立方米。

8 月 20 日，匈牙利与土耳其同意将双方

关系从战略合作水平提升为优先战略伙伴关

系，并与土耳其签署总计 2.75 亿立方米的天

然气购买协议，双方将在今年年底前敲定购

买合同细节，同时还将就土耳其天然气在匈

牙利的储存合同进行谈判。

8 月 21 日，匈牙利宣布同卡塔尔的关系

提升至战略合作水平。根据协议，从 2027 年

开始，来自中东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将输送至

匈牙利，后续双方将就天然气供应量和输送

路线进行一系列技术谈判。

匈牙利多方“引气入匈”，不仅指天然气

供气多元化，同时也包括输气多元化。

8 月 20 日，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宣布，如果

乌克兰取消俄天然气过境协议，塞尔维亚将

向匈牙利提供俄气的替代运输路线。统计显

示，2019 年至 2021 年间，约有 70%的进口天

然气通过乌克兰管道输送至匈牙利。这表

明，匈牙利已着手推动实施绕开乌克兰转运

俄罗斯天然气的方案。

2021 年，匈俄双方签署合同，规定之后

15 年内每年供应天然气 45 亿立方米，其中 35

亿立方米经“土耳其溪”管道经塞尔维亚供

应，另外 10 亿立方米则经奥地利供应。2022

年，双方再次签署补充协议，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每天经“土耳其溪”和塞尔维亚向匈牙

利额外输送 580 万立方米天然气。

积极推动节约用气

为更好确保全国生产生活用气，匈牙利

一方面加大“引气入匈”力度，另一方面积极

调整供应结构，推动节约用气。

总 体 来 看 ，目 前 匈 牙 利 天 然 气 供 应 稳

定。根据欧盟要求，在采暖季开始前，欧洲储

气罐的储量必须达到 90%。截至 6 月底，匈

国内三分之二的储气罐储量已到 88%以上，

匈 牙 利 的 存 储 能 力 占 消 费 量 的 比 例 达 到

55%，是欧盟平均储气量的两倍。

参考去年的经验，匈牙利能源部更新了

可能会对天然气供应形成干扰的部分条款，

规定匈牙利家庭“享有最高级别的保护”，用

气不受任何限制。通过更新法规，匈牙利还

进一步提升了能源应急管理水平，此举也为

更好保障消费者用气安全夯实了基础。

匈 牙 利 还 通 过 公 用 事 业 价 格 保 护 措

施，确保匈牙利家庭用气消费免受能源价

格大幅上涨的影响。在欧盟成员国中，匈

牙利的家庭天然气和电力最为便宜。根据

欧盟统计数据，2022 年下半年，欧盟家庭天

然 气 价 格 最 高 的 是 瑞 典 ，每 千 瓦 时 为

0.2751 欧元，最低的是匈牙利，每千瓦时为

0.0349 欧元。

在 此 基 础 上 ，匈 牙 利 积 极 推 动 节 约 用

气 。 据 统 计 ，今 年 上 半 年 ，匈 天 然 气 用 量

同 比 减 少 18.2% ，约 合 10 亿 立 方 米 。 在 这

1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中，近三分之二发生

在经济活动领域，另外三分之一发生在居民

消费领域。此外，1 月至 6 月的用电量也同比

下降 8.4%。

输送渠道发生剧变

传统上，匈牙利主要依赖俄罗斯的天然

气供应，匈也一直是欧洲进口俄天然气比例

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欧盟统计数据，2020

年，匈天然气消费量约为 120 亿立方米，其中

115 亿立方米来自俄罗斯。

这也是匈牙利一直不同意欧盟对俄能源

进行制裁的原因所在。匈牙利政府在多个场

合一再强调，关闭俄天然气的“水龙头”将对

匈牙利经济产生不可预见的严重后果；应把

对俄制裁和对俄能源制裁区分对待，因为能

源只是“物理问题”。

“土耳其溪”是 2020 年启用的从俄罗斯

经黑海通往土耳其的天然气管道，包含土耳

其和经土向东南欧输送的两条管道。匈牙利

认为，随着匈牙利与阿塞拜疆天然气运输合

同生效以及土库曼斯坦开始向欧洲出口天然

气，土耳其的过境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可以

说，土耳其在匈牙利的能源供应安全方面发

挥着极其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消费俄天然气的同时，匈牙利也一直

利用自己地处中欧的地理位置优势向欧洲其

他国家销售天然气。匈牙利与除斯洛文尼亚

之外的其他邻国都有大容量的天然气管道相

连，在俄天然气向欧洲的销售分配上发挥着

关键作用。

俄乌冲突发生前，匈牙利是俄天然气在

巴尔干地区和乌克兰的重要分销商。俄天然

气通过乌克兰管道抵达匈牙利，然后继续前

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在冲突发

生前的几年里，每年约有一半的进口天然气

会销售给其他国家。

从今年开始，匈牙利天然气出口出现大

幅下降。其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欧盟

对俄天然气的制裁和抵制出现效果；二是购

买方向出现“颠倒性变化”。俄天然气现主要

经南线向欧洲输送，即过境塞尔维亚而不是

乌克兰。此举使得之前经匈牙利销售至塞尔

维亚等巴尔干地区的天然气，转道经由塞尔

维亚向匈牙利销售。

有分析指出，未来匈牙利的主要目标将

不再是向巴尔干地区销售俄天然气，而是将

巴尔干地区，包括南高加索国家在内的天然

气输送到欧洲其他国家。当然，这也可能包

括俄天然气，但可以预见的是，通过克罗地

亚液化天然气码头从欧洲之外运输来的天

然气和罗马尼亚开采的天然气的比例将大

幅上升。

匈牙利多举措保天然气供应
本报驻布达佩斯记者 翟朝辉

8 月 31 日，波士顿咨询（BCG）联合中国科学院院

士、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协会理事长欧阳明高团队共

同发布氢能产业研究报告《中国氢能产业展望》。

报告指出，从全球范围看，建立真正可持续、零排

放的新能源体系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氢能被赋予

重要使命与意义，氢能产业发展备受关注。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於晨表

示，在能源转型过程中，氢能因零排放、高热值等诸多

优势，在过去几十年获得市场广泛关注。中国在实现

“双碳”目标的征程中，正不断为氢能产业发展创造良

好环境。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王海旭

表示，全球正处于能源结构转型进程中。中国是制氢

大国和用氢大国，一年产氢量占全球总需求的三分之

一左右。目前，中国已经出台氢能发展中长期规划，对

产业发展支持力度很大。

报告认为，氢交通、氢储能、氢工业正成为氢的三

大应用场景。氢交通作为新兴应用领域，可能会率先

实现大规模普及和推广。一旦燃料电池交通应用场景

的经济成本具备市场竞争力，燃料电池汽车将成为短

中期内氢能需求的增长引擎，并以“下游拉动上游”的

形式推动包括制氢、储氢、运氢、加氢、用氢等在内的整

条产业链发展。燃料电池汽车的最大潜力在于长途重

载商用车领域。与纯电动重卡相比，燃料电池重卡的

补能时间更短、重量更轻且能量密度更高。随着氢燃

料价格的下降和燃料电池系统成本的优化，预计燃料

电池汽车的总体拥有成本（TCO）将显著改善。

据了解，氢作为清洁能源载体，可以成为储能介

质；作为工业原料，则可广泛应用于合成氨、甲醇、工

业还原体等领域。未来，这些领域将逐步实现绿色

转型，也即俗称的“绿氢替代灰氢”。根据研究，现有

相关基础设施能够有效促进绿氢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和落地。不过，要实现对灰氢的大规模替代，绿氢需

要提高成本竞争力，在降低电解槽成本、降低可再生

能源电价、优化电耗水平以及推动碳税落地等方面

加大探索力度。

欧阳明高院士团队成员、清华大学长聘教授杨福

源表示，氢能产业链的发展需要长期的技术创新与突

破，以解决全行业面临的技术成本高、能量转化效率存

在瓶颈、安全性管理缺乏体系、数字化水平低等问题。

持续的技术迭代以及跨行业的技术创新，正在为氢能

产业注入动力。比如，制氢领域近年来就持续受到市

场和资本的关注。尽管碱性电解水制氢技术被认为是

相对成熟的技术，但仍需要产业参与者面向全新的绿

氢场景，进行系统性技术创新，以场景落地推动产业链

发展，进而真正推动氢能产业发展。

美国知名三明治连锁店赛百味近日发

布公告称，公司已与私募股权投资罗克资

本的关联公司达成最终收购协议。根据资

料，赛百味估值超 90 亿美元，但具体交易金

额并未透露。

赛百味于 1956 年在美国成立，成立之

初便凭借新鲜、健康的产品理念“出圈”，在

美国及全球迅速扩张店面，也因此被称为

全美门店数量最多、扩张最快的单一快餐

连锁店。鼎盛时期，赛百味在全球拥有约

4.5 万家门店。

赛百味曾通过积极开设新店策略，逐

步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连锁餐厅之一。但

最 近 几 年 ，各 大 门 店 的 经 营 状 态 每 况 愈

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加盟模式带

来的食品质量问题频现；另一方面则是因

为产品结构过于单一，导致市场竞争力不

断下降。

市场研究公司 Technomic 的数据显示，

2012 年，赛百味全球销售额达到约 180 亿美

元的峰值，此后销量一直呈下滑态势，营收

和市场份额也持续缩水。2016 年，赛百味

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下降至 113 亿美元，

2020 年则跌至 83 亿美元，仅相当于 2012 年

销售额的一半。

由于利润大幅下降，赛百味被迫开始

关闭全球各地的门店。2016 年，赛百味仅

在美国就关闭了 359 家门店，这是其关闭门

店数量首次超过开店数量。2017 年，赛百

味又关闭了 909 家美国本土店面。2018 年，

赛百味在美国本土的关店数量首次超过

1000 家。

此外，一些特许经营商也相继退出。

新冠疫情的暴发叠加近两年美国通胀水平

持续居于高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等，更

是加剧了赛百味的经营困境。数据显示，

截至 2022 年 11 月，赛百味全球门店数量已

经下降至 3.7 万家，与高峰时期相比减少近

8000 家。

为了自救，赛百味开始加大力度更新

门店，并投资 8000 多万美元用于丰富菜单

品种，以迎合市场需求。这些措施虽在短

时间内有一定成效，但在新兴三明治连锁

店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赛百味仍无法

彻底扭转局面。最终，赛百味决定彻底转

向，以出售谋求新出路。

赛百味表示，此次与罗克资本之间的

交易，有利于推动其品牌实力与罗克资本

在餐饮及特许经营领域的专长结合，实现

加盟商、消费者和员工的共赢。这将成为

赛百味多年转型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或

将为品牌注入更多活力。今后，赛百味将

继续关注销售增长、菜单创新、餐厅现代

化、整体客户体验改善和国际扩张等方面

的探索。

赛 百 味 出 售 谋 新 生
本版编辑 韩 叙 孙昌岳 美 编 王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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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咨询报告显示——

“氢交通”应用场景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袁 勇

□ 刘 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