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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继续增加对华投资 持续布局中国市场

德国企业不信“去风险”说教

俄乌和平难觅 欧洲为美埋单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将受到深远影响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
电 欧盟23日宣布通过第13

轮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外

交部回应说，这是对俄罗斯

的“非法”制裁，俄大幅扩大

欧盟“黑名单”，禁止欧洲相

关人员进入俄领土。

欧盟理事会23日发布

新闻公报说，该轮制裁增加

对106名个人和88个实体实

施限制性措施，理由是这些

个人和实体应对“破坏或威

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

独立的行为负责”。此轮制

裁后，欧盟相关制裁对象已

超过2000多名个人和实体。

被制裁个人在欧盟的资

产将被冻结，并禁止欧盟公

民和公司向这些个人提供资

金，自然人还被禁止进入或

过境欧盟领土。欧盟新增

27个在俄乌冲突中对俄提供“直接支持”的

新实体，这些实体将受到更严格的出口限

制。包括用于开发和生产无人机的组件，以

及变压器等欧盟认为可能有助于“增强俄国

防和安全部门技术”以及“增强俄工业能力”

的产品也被实施限制。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3日回应说，欧盟继

续试图通过无效的单边限制措施向俄施压，

对俄进行第13轮“非法”制裁。作为回应，俄

大幅扩大欧盟“黑名单”，禁止欧洲相关人员

进入俄领土。

扩大名单中包括欧盟国家执法机构和商

业组织的代表、负责向基辅“新纳粹政权”提

供军事援助的欧盟成员国公民、参与建立针

对俄领导人的“法庭”和收集材料的人员、主

张没收俄国有资产或将其利润用于乌克兰利

益的人员、支持对俄制裁和企图破坏俄与其

他国家关系的人员、从事对俄传播假消息事

务的人员等。

俄方“黑名单”还包括系统性发表对俄

“侵略性言论”的欧洲委员会、欧盟成员国立

法机构、欧安组织议会大会和欧洲委员会议

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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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董事

会主席康林松日前在发布企业季度业绩时表

示，欧盟加大任何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举措

力度，都将对欧洲这样的经济体造成破坏性

影响。

康林松的表态代表了德国以及欧洲企业

界的广泛心声。从近期德国政府、智库和商

会发布的一系列报告和数据看，中德投资合

作并未受到外界杂音影响。在美西方政客鼓

噪对华“去风险”之际，德国企业继续增加对

华投资，持续布局中国市场。

德企加码投资中国
德国经济研究所近日在根据德国央行数

据撰写的报告中指出，2023年德国对华直接

投资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19亿欧元，比上一年

增长4.3％。根据报告，德国企业过去3年对

华投资额大致相当于2015年至2020年的投

资额，2023年德国对华投资占德国海外投资

总额的比重达到10.3％，为2014年以来最高

水平。

德国联邦统计局本月中旬发布的数据也

显示，2023年德中贸易额为2531亿欧元，中

国连续第八年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德国经济研究所报告的作者马蒂斯认

为，数据表明，德国大企业仍然将中国视为正

在增长的庞大市场，并正计划把更多业务放

在中国，以对冲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带来

的风险。

中国德国商会1月发布2023/24年度德

企商业信心调查报告，共有566家会员企业对

调查作出回应。根据报告，超过九成受访企

业计划继续扎根中国市场，过半受访企业计

划在今后两年增加在华投资。报告认为，中

国“对德国经济的意义依然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庞大，供应链基础设施先

进，创新能力日益强大，持续成为德国企业最

重要的市场之一。

中国市场吸引力大
分析人士指出，中德经贸往来热络，是基

于产业经验的理性选择。中国在新能源汽

车、绿色能源等方面展现出的创新领导力正

逐步增强，而德国在汽车、化工等传统工业仍

具优势，双方合作有利于共同提高产业能力。

大众汽车与小鹏汽车共同开发新款电动

车，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在沈阳全面动

工，西门子投资加码成都智造基地……这些

都是德企看好中国未来竞争力的鲜活例证。

德国大众集团2023年将德国总部以外最

大的研发中心落户合肥，大众汽车集团（中

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贝瑞德表示，大众正

在全面融入中国的产业生态，高速发展是在

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市场在德企眼中具

有其他市场难觅的吸引力。乌克兰危机升级

后，德国企业经营成本明显上升，面临能源价

格波动、劳动力市场技术工人短缺等诸多问

题，投资德国本土的吸引力削弱。相较之下，

中国生产要素齐全、供应链完整、有产业经验

的劳动力人口充裕，这些因素受到德企青睐。

鼓噪“去风险”吃不开
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做生意就会面对

风险，即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去风险”这

个概念本质上是反市场经济的。诸多数据与

实例表明，德企正积极拥抱中国市场，“用脚

投票”证明“去风险”“脱钩断链”不得人心。

德国工商大会发布的德国海外商会联盟

全球商业期望报告认为，“去风险”会给德国

海外企业造成巨大负担，近一半企业难以找

到合适的供应商或商业伙伴。

德意志联邦银行多名专家撰文表示，从

长远看，离开中国将给德国企业带来显著商

业和经济成本，德国企业将错失中国这个主

要销售市场，许多供应链只能以牺牲效率为

代价进行重组。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

舒曼表示，不少西方媒体热衷渲染意识形态

和地缘政治对抗，警示投资风险，他建议企业

去中国实地考察，多与当地人对话，会得出不

同的感受与结论。

分析人士指出，所谓“去风险”，本质上是

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不仅冲击多

边贸易体制，也违背经济规律，最终将阻碍世

界经济复苏进程。试图通过贸易壁垒来降低

政治风险，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新华社记者 张远

乌克兰危机升级已延续两年之久，双方

在战场上僵持不下，和平难觅。作为冲突背

后的始作俑者，美国一方面消耗和孤立俄罗

斯，一方面以安全之名进一步捆绑欧洲。欧

洲不得不随美国起舞，任美国“收割”，承受

了这场冲突的主要外溢冲击。

美国拱火欧洲埋单
美国拱火，欧洲埋单，是这场冲突背后

美国牺牲欧洲利益换取一己私利的真实写

照。正是在美国主导下，北约一再背信弃

义，不断东扩，让欧洲大陆重燃战火。两年

来，美国裹挟着欧洲不断对乌加码援助，对

俄挥舞制裁大棒，让欧洲吃尽苦头。近期发

布的《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指出，乌克兰

危机全面升级破坏了该地区建立合作安全

秩序的愿景，整个欧洲无法继续享有和平红

利，不得不在自身防务和援乌方面耗费更多

资金。眼下由于美国党派间的政治角力，美

国对乌军援陷入停滞，欧洲陷入更深困境。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报告

显示，2022年2月至2023年12月期间，欧盟

承诺的对乌军援总额比美国还多。报告预

计，美国未来能否继续提供援助具有很大不

确定性，欧盟对乌军援需至少翻倍才能填补

美国留下的空缺。更让欧洲郁闷的是，美国

国务卿布林肯公开表示，美国对乌军援资金

90％用于在美国本土生产援乌武器装备，可

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欧洲“失血”美国收割
欧洲“失血”，美国收割，是这场冲突背

后美欧利益得失的真实现状。美国向来善

于发战争财，两年来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带来

的冲击迅速从战场传导至经济领域，军费节

节上涨、能源价格飙升、通胀居高不下、经济

复苏势头进一步承压，美国则忙着收割好

处，盘剥欧洲。安全恐慌让欧洲各国不断提

升防务水平，订单如雪片一样落到美国军火

商手中。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美联

储数据显示，美国国防和航天领域的工业产

值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增长了17.5％。沃

尔夫研究公司军事工业分析师沃尔顿说，美

国国务院表示，在截至去年9月的一年里，

美国有800多亿美元重大军火交易，其中约

500亿美元军火的去向是欧洲盟国。

欧洲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导致欧洲能

源供给紧张、通胀加剧、民生受到冲击，美国

却“趁火打劫”高价向欧洲兜售能源，大发横

财。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公开抱怨，美国卖给

欧洲的天然气价格比美国本土市场售价高

出3至4倍，美国从地缘政治争斗中获取了

超额利润。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欧

洲能源危机的大赢家是美国经济。

美欧关系更不平等
这场冲突给本就不平等的美欧跨大西

洋伙伴关系带来深远影响。战略自主是欧

洲一体化事业的目标，然而自乌克兰危机升

级以来，欧洲战略自主遭受空前挑战。利用

乌克兰危机升级，美国加强对欧洲政治、军

事和经济上的控制，进一步把欧洲绑在自己

的战车上，紧扼欧洲战略自主的咽喉。

在美国政客们看来，弱化欧洲、使之不

得不依附于美国，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

口中的“盟友”“伙伴”，只不过是服务于霸权

战略的“棋子”。正如德国联邦议员达代伦

所说：“美国想要的不是盟友，而是忠诚的仆

从。”西班牙前外交大臣拉亚和欧洲对外关

系委员会政策研究员格兰德在美国《外交》

杂志网站发表文章指出，欧洲已经无法再把

美国作为一贯的伙伴，美国不能永远保证欧

洲的安全，欧洲国家领导人应该把赌注押在

一个更加一体化的欧洲上。

新华社记者 谢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