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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能否向美国“花钱买平安”
随着美国新一届政府就职日期临近，欧

洲对美国威胁升级贸易限制措施的风声忧

心忡忡。欧洲央行主要负责人上周称，可以

通过购买更多美国商品来减少冲突。由于

欧洲经济面临不利局面，而美国需要填补的

债务窟窿又太大，这种“花钱买平安”的想

法，落实起来困难重重。

11 月 28 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对外

表示，欧盟应“谈判”而非“报复”，与新一届

美国政府在关税问题上寻求解决方案。拉

加德建议欧盟采取“支票簿战略”，购买更多

美国商品，如液化天然气等，以减少直接冲

突并促进合作。她表示，欧洲委员会正在考

虑增加购买美国的农业产品、液化天然气

等，并允许美国公司参与欧洲的军事采购

项目。

面对美国的关税威胁，欧洲央行采取

低姿态的理由是“激烈的贸易冲突可能会

吞 噬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然 而 从 欧 洲 经 济 现

状 来 看 ，如 果 加 大 对 美 国 商 品 的 采 购 力

度 ，也 可 能 付 出 难 以 承 受 的 经 济 和 政 治

成本。

从经济方面看，如果为了避免贸易冲突

而大量购买美国商品，势必导致本土产业受

损、就业减少，特别是与美国商品直接竞争

的欧盟国家产业可能将受到更大冲击。同

时，促进购买美国商品会增加财政压力，并

影响其他重要领域支出。此外，大量购买美

国商品还容易引起贸易条件恶化，欧盟可能

需要以更高的价格购买美国商品，或者以更

低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从而损害整体经

济利益。

当前，欧洲经济持续放缓，继制造业持

续下行后，欧元区服务业指标近期明显下

滑，加上欧元区通胀率超预期反弹，增长疲

态渐显。同时，财政支出过高和过度赤字问

题越来越突出。11 月 26 日，欧盟委员会发

布的秋季财政方案显示，德国、奥地利和荷

兰等国经济复苏缓慢，支出难以保持在低水

平。比利时、法国、匈牙利、意大利、马耳他、

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 8 个成员国被认

定存在过度赤字。

经济条件限制了欧盟采购美国商品的

力度，政治上的掣肘同样不小。欧盟内部不

同成员国和利益集团对增加购买美国商品

的意见并不统一，这可能导致内部政治分歧

和矛盾加剧。如果过于依赖美国商品来避

免贸易冲突，也可能会引发其他贸易伙伴的

不满和担忧。

然而，即使欧盟勒紧裤腰带大量购买美

国商品，也未必能满足美国的胃口。

美国国债余额已经突破 36 万亿美元。

不仅债务总额持续攀升，而且债务期限结

构也出现变化。有美国媒体指出，过去几

年美国财政部为压低借贷成本，不断减少

长期美债，增加短期美债，这将导致明年有

超过 6 万亿美元的美债到期，债务可持续性

面临严峻考验。美联储 11 月 22 日公布的

半年度金融稳定报告显示，54%的受访专业

人士认为，未来 12 个月至 18 个月，美国政

府 债 务 可 持 续 性 是 最 突 出 的 金 融 稳 定 风

险。在这种局面下，债台高筑的美国政府

对欧洲盟友恐怕不会手软。要知道，这些

年来美国背弃盟友的例子并不罕见，尤其

是上一届共和党政府时期，“美国优先”的

政策让美欧关系持续紧张，各种情形至今

历历在目。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欧洲更是

被美国顶在最前面，为冲突付出真金白银

的沉重代价。

因此，欧盟要想真正规避贸易冲突风险，

与其赔小心多买美国商品，不如通过加强与其

他 国 家 和 地 区

贸易合作、推动

贸易多元化、加

强 内 部 经 济 改

革 等 措 施 来 应

对美国的贸易威

胁。这其中的道

理并不复杂，但

是否有决心和行

动去推动则又另

当别论。

中 阿 核 能 合 作 空 间 广 阔
本报驻阿布扎比记者 李学华

近期，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核集团”）与阿联酋核能公司在阿联酋

首都阿布扎比联合举办“中核集团—阿联酋

核能公司第二届核电供应商研讨会”。此次

活动旨在加强中阿两国在核能运维领域的双

向交流，共谋合作机会。在全球核电行业加

速发展的背景下，中核集团与阿联酋核能公

司的合作有何进展？中核集团在海外市场有

何战略部署？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出席

研讨会的有关人士。

中核集团与阿联酋核能公司的合作可

追溯到数年前。随着中阿两国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走深走实，近年来，中核集团与阿联

酋核能公司的合作稳步推进，反映了两国在

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合作的共同愿景。2024

年 5 月，中阿两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双

边合作文件，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

调，决心探讨实施核电建设等示范性联合项

目，加强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研发合作和经验

交流，以支持和平核能的发展。同期，中核

集团与阿联酋核能公司签署战略合作谅解

备忘录。作为战略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双

方在运维领域不断深入交流，开展合作尝

试，共同提升核电机组的运行业绩和供应链

的本地化发展。

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乔

刚表示，中阿双方联合举办第二届核电供应

商研讨会，体现了双方的高度互信，巩固了已

建立的定期交流机制。2023 年 8 月，首届核

电供应商研讨会成功举办，汇集了来自中国

和阿联酋的 50 余家供应商代表，共同探讨核

电运维领域的技术与管理经验。通过研讨

会，阿方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核电供应链的全

产业链能力，包括设备制造、工程服务、技术

支持等多个领域，完全满足核电站从建设到

运营的一站式需求。

研讨会旨在共谋核电机组安全与稳定运

营。论坛是双向交流的平台，中方秉持开放

的理念，愿与阿方核能界分享中国核电的运

行经验和良好实践，同时也愿学习阿方的成

功经验。正如 2024 年 5 月两国发表的联合声

明所指出的，加强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研发合

作和经验交流，以支持和平核能的发展，将其

作为子孙后代稳定、清洁、高效的能源来源，

是双方共同的合作愿景。

双方合作不仅包含传统的贸易模式，同

时也在探索阿联酋核能产业链本地化增长，

而研讨会的举办给两国核能企业搭建了交

流的平台，将孵化更多商业合作机会，促进

双方在核能产业领域的合作。参加本次研

讨会的中阿两国供应商在活动期间进行了

对接交流，还探讨了如何在阿联酋进行产能

合作。

中核集团是阿布扎比哈利法经济区中阿

产能合作示范园的第二大投资方，这也彰显

了中核集团对于投资阿联酋、扩大两国产能

合作的信心和承诺。出席研讨会的中国驻阿

联酋大使馆经济与商务参赞朱炼表示，中阿

两国的政治与经贸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佳时

期，在能源领域尤其是核能领域有着广阔的

合作空间。此次研讨会的举办，将为两国核

电产业的合作交流搭建重要平台，两国将在

核电运行维护领域达成更多合作共识，共同

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乔刚表示，中核集团拥有从前端到后端

完整的产业链，在核电运维领域拥有强大的

人才队伍和完备的配套支持。在人力资源

方面，中核集团拥有 14000 多名专家，能够

提供从调试到维护的全方位支持；

在工程技术方面，中核集团的团队具

备 8 种以上堆型的运维经验，能够提供定

制化的解决方案；在大修服务方面，中核集

团可以同步开展 8 次大修，并不断地优化大

修工期。同时，中核集团也积累了丰富的国

际化运维服务经验，不仅在出口的核电机组

上提供服务，也在南美洲、中东欧等地区开

展业务合作。因此，中核集团有信心有能力

与阿方就核电运维开展深度合作，实现核电

机组的运营卓越。

中东地区的核能发展潜力巨大，尤其是

在电力需求不断增长、能源转型加速的背景

下，核能作为清洁、高效的能源形式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未来，中核集团计划在核电

新建项目、高温气冷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核燃料供应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合作。同时，

中核集团正在与该地区的客户进行科研创

新、人力资源发展、本地化产能合作方面的

对 接 ，为 该 地 区 后 续 核 能 发 展 注 入 强 劲

动力。

自 第 二 十 八 届 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大 会

（COP28）举 办 以 来 ，全 球 已 普 遍 将 核 能 作

为实现能源低碳转型的最可靠能源之一。

目 前 ，中 核 集 团 有 25 台 国 内 在 运 机 组 ，18

台 在 建 和 核 准 机 组 ，8 台 海 外 出 口 核 电 机

组，具有丰富的核电建设及运维经验。此

外，中核集团也在进一步完善自身产品库，

旨在为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解

决方案。同时，中核集团秉持开放合作的

态 度 ，在 近 期 举 办 的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IAEA）大 会 上 宣 布 开 放 12 个 核 科 研 设 施

和实验平台，欢迎国际原子能机构各成员

国 的 同 行 在 技 术 合 作 和 协 调 研 究 等 机 制

下，利用这 12 个大型核科研设施深化交流

与合作。中核集团表示，希望通过更多高

水平的国际合作，为全球核能事业发展开

辟新的空间。

粮农组织发布报告呼吁

—
—

农产品贸易应兼顾公共健康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梁

桐

日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发布《2024 年农产品市场

状况》旗舰报告指出，近几十年

来，农产品和食品国际贸易强

劲增长，对于在全球范围内加

强食品和营养多样性、可得性、

可负担性作出了重要贡献。但

与此同时，贸易也会在某些情

况下给饮食结构带来不良影

响，刺激低营养价值、高脂高糖

高盐食品的消费需求。因此，

各国需要制定更加符合国家营

养 和 公 共 健 康 目 标 的 贸 易

政策。

报告显示，平均来看，全球

贸易能够让一个国家的食品多

样性增加 1 倍，进而实现更加

多样化的食品供应和食谱，而

食品多样化是获得充足微量元

素的关键所在，这对于实现营

养目标至关重要，尤其在自身

地理环境多样性较差的国家更

为明显。很多国家和地区自身

的食品生产无法满足其国民的

营养需求，而贸易驱动的食品

多样性正在让维生素 C、钙、锌

等 营 养 元 素 得 到 更 均 衡 的

分布。

报告指出，食品贸易与营

养 摄 入 的 关 系 是 错 综 复 杂

的。经济发展会带动收入增

加，而随着收入增加，对于过

度加工食品的进口需求也会

随之上升。营养学家通过研

究 证 实 ，大 量 消 费 高 能 量 密

度的过度加工食品会导致肥

胖 ，而 如 今 肥 胖 问 题 已 经 达

到 了 流 行 程 度 。 据 预 测 ，到

2030 年 ，全 球 将 有 超 过 10 亿

人 肥 胖 。 过 去 ，肥 胖 主 要 与

高 收 入 国 家 挂 钩 ，但 目 前 这

一健康问题在中等收入国家

甚至低收入国家中也十分常

见。以太平洋群岛为例，过去，当地传统饮食主要包括水

果、主食以及当地动物肉品和新鲜海鱼，但随着贸易不断

发展，当地食品可用性和多样性不断丰富。太平洋群岛通

过贸易融入全球食品市场，加速了当地的食谱调整和营养

转型，使得传统食谱被更多的高脂肪进口动物制品以及过

度加工食物所取代，导致人口肥胖现象不断增加。

报告指出，确保食品安全和营养摄入可持续性，是各国

制定农业政策的重中之重。对各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农产

品贸易政策和本国农业支持政策共同影响着食品生产和消

费。报告称，近期开展的多项研究建议各国需要对农业支

持政策进行再调整，重点支持鼓励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更

具多样性、营养成分更丰富的食品，从而在经济、环境和社

会层面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其他相关

国际组织预测，通过开展上述调整措施，全球范围内能够负

担得起健康饮食的人口比例将上升 0.64%。

此 外 ，有 公 共 卫 生 专 家 认 为 ，世 贸 组 织 的 有 关 规 则 ，

尤 其 是 非 歧 视 性 原 则 ，限 制 了 各 国 通 过 贸 易 措 施 实 现 营

养 目 标 的 政 策 空 间 ，但 如 果 有 关 政 策 措 施 对 国 内 生 产 的

食 品 和 进 口 食 品 一 视 同 仁 ，就 不 会 违 反 世 贸 规 定 。 例

如 ，20 世 纪 90 年 代 ，加 纳 制 定 了 有 关 食 品 标 准 ，对 所 有

切 块 肉 的 脂 肪 比 例 设 置 上 限 ，由 于 这 一 政 策 对 所 有 在 售

切 块 肉 适 用 ，不 止 针 对 进 口 肉 品 ，因 此 符 合 世 贸 规 定 。

报 告 称 ，如 果 采 取 对 于 本 国 自 产 食 品 和 进 口 食 品 同 样 适

用 的 消 费 税 ，将 有 助 于 实 现 营 养 目 标 。 报 告 还 指 出 ，在

农 产 品 贸 易 协 定 磋 商 过 程 中 ，透 明 度 的 提 高 以 及 公 共 健

康 领 域 相 关 方 的 参 与 ，也 有 利 于 实 现 贸 易 与 营 养 目 标 的

统一。

海湾国家推进经济多元化转型
本报记者 孟翰禹

今年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

持续推动经济多元化转型发展战略，非石油经济产

出对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率稳步提高。

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及在基础设施建

设上的长期投入，为海湾国家实施经济多元化发展

战略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同时，各国立足资源

禀赋和区位优势，不断打造具有自身特点的非石油

经济增长点，也进一步推动其经济多元化发展驶上

“快车道”。

根据海合会相关统计数据，今年以来，沙特在

农业、旅游、矿业、金融、物流、医疗保健等领域的

外国直接投资增幅达到 70%，进而推动非石油部门

在 GDP 中的占比上升至 53%；阿联酋受益于金融

服务、工业和旅游业等领域投资项目的大幅增长，

非石油部门在 GDP 中的占比已达到 74%；卡塔尔

为举办国际足联世界杯进行了大量投资，促使运输

和旅游等领域经济产出取得较大进展，非石油部门

在 GDP 中的占比达到 64%；科威特凭借区位优势，

大 力 打 造 商 业 和 工 业 枢 纽 ，使 得 非 石 油 部 门 在

GDP 中的占比已达到 57%；巴林得益于工业、房地

产和运输等行业外国投资的大幅增长，非石油部门

在 GDP 中的占比达到了 85%；阿曼注重通过扩建

港口来发展其运输和贸易基础设施，同时加大对氢

能等绿色清洁能源生产投入，使得非石油部门在

GDP 中的占比提高至 72%。

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海湾经济更新》报告预

计，海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在 2024 年和 2025 年分

别达到 2.8%和 4.7%。这一数据既得益于石油输出

国组织（欧佩克）在 2024 年下半年逐步放宽生产配

额，更有赖于海湾国家非石油经济彰显出的澎湃活

力。未来 5 年，随着沙特“2030 愿景”、阿联酋“2031

年国家投资战略”、科威特“2035 国家愿景”等一系

列长期经济发展投资战略规划落地见效，海湾国家

在旅游、金融、物流、房地产等领域继续发力的基础

上，将有望在体育经济、数字经济、新能源经济和人

工智能等新赛道上实现新突破。

面对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关税威胁，欧洲央行表示可以通过购买更多美

国商品来减少冲突。然而，即使欧盟大量购买美国商品，也未必能满足美国

的胃口，不如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合作、推动贸易多元化、加强

内部经济改革等措施来规避贸易冲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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