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慕尼黑车展上的中国电动汽车

深
海评 高昂成本加剧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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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日前正式公布对
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终裁结
果，不顾成员国之间巨大分歧和
欧洲各界人士强烈反对，对自中
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为期五年
的反补贴税。

为何欧盟一意孤行？为何此
举属于典型的损人害己？我们请
专家详细解读。 ——编者

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税
政治操弄只会损人害己

 比利时泽布吕赫港进口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图 GJ

美国微软公司、“元”公司等技

术巨头正增加投入，大力兴建人工

智能（  ）数据中心。“通向智能时

代的道路是用无数金钱铺就的”，这

是当下全球科技发展进程中最令人

无奈的事情之一。

关键要素成本增长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

发展正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并创

造出难以想象的经济红利。但另一

方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成

本直线攀升，迫使很多经济和技术

基础条件不足的国家和地区面对新

技术时踟蹰不前。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几

乎每个关键要素的成本都在持续增

长。以大语言模型为例，就可以清

晰地看到成本增长的轨迹。首先，

大语言模型的训练需要大量的标记

数据，数据的收集、清洗、组织和处

理都是成本高昂且耗时的过程。随

着模型越来越大，数据集越大、越复

杂，软件成本增加得越快。有很多

数据的获取还涉及版权等问题，需

要额外付费。

其次，大语言模型的训练需要

大量计算资源，当前人工智能企业

极 为 依 赖 高 性 能 的 图 形 处 理 器

（   ），这些芯片价格非常昂贵，单

品价格常常达到数万美元，而且长

期供不应求。训练大模型常常需要

数万甚至数十万颗高性能芯片，仅此

一项，成本就达数十亿美元。

再次，大型数据中心也是发展

大语言模型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

环节。每一个大型数据中心的成本

都达到数亿美元甚至数十亿美元。

过去十年，全球范围内的数据中心已

经由    个增加到    个以上，几

乎翻了一番。全球数据中心的建筑

面积更是增加了 倍以上。快速膨胀

的数字基础设施价格也在不断提升

人工智能企业的成本。

人力资源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另

一关键要素。为了创建大语言模

型，企业需要招聘很多数据科学家、

机器学习工程师和软件开发人员。

很多岗位的能力要求高，相关领域

的人才供应有限，导致行业工资水

平不断增长，招聘成本越发昂贵。

“高墙”推动发展失衡
除此之外，系统维护和更新的

成本、社会保障成本也随着人工智

能产业的发展以几何倍数提升。位

于美国旧金山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 · 阿莫

迪说，目前市场上的人工智能模型

训练成本约为 亿美元，但“目前正

在训练的模型以及今年晚些时候或

明年初发布的模型成本接近  亿美

元……到    年和    年，可能将

达到   亿或    亿美元”。这种成

本增速令国际科技巨头都感到了财

务上的压力，更是将小成本运行的

初创公司排除在大模型研究之外。

成本因素犹如一堵不断升高的

围墙。这堵“高墙”不仅阻碍了初创

及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创新，而且严

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

发展中国家大多是人工智能领

域的后进者，他们不仅缺乏有竞争

力的科技企业，也缺乏足够的资金、

人才与技术积累，甚至与信息通信

相关的基础设施都严重不足。以几

何速度激增的发展成本对于发展中

国家而言犹如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

稻草，几乎完全剥夺了他们平等分

享人工智能红利的机会。全球人工

智能领域本就已经存在的“发展鸿

沟”在高成本的推动下正持续扩大，

将造成世界发展的进一步失衡。

需要广泛国际合作
总之，高昂的人工智能发展成

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严峻挑战。

在现有全球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已

经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困境。

想要缩小“发展鸿沟”，维护全球产

业系统的稳定，就需要广泛开展国

际合作。国际社会应以联合国为核

心，创建具有普适性特征的全球人

工智能治理体系，确保所有国家都

能够共享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给人类

带来的机遇。

加征关税出于政治考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没有业界申

请的情况下，欧盟机构执意对中国电动汽车

进行反补贴调查并加征高额关税，是典型的

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将损害中欧产业链、供

应链合作，损害欧洲消费者利益，损害欧盟

绿色转型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欧盟中国商会发表声明称，反对欧方执

意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业界期待中方继

续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已就欧盟

电动汽车反补贴终裁措施在世贸组织追加

提起诉讼。中方认为，欧方反补贴终裁措施

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是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是借反补贴之名

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我们敦促欧方正视

自身错误，立即纠正违规做法，共同维护全

球电动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及中欧经贸

合作大局。

滥用贸易保护主义，只会让欧盟自身付

出多重代价。欧盟委员会不顾多方反对一

意孤行，政治动因是首要的考虑。

第一，反补贴和反倾销本来应该在企业

提出诉求申请后，欧委会再启动调查并采取

临时贸易保护措施。但是在企业并未正式

申请的情况下，欧委会主动于2023年10月4

日启动了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

当时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以冯德莱恩为

首的欧盟委员会想通过对华的“强硬”形象，

为随后的欧洲议会选举以及她本人争取连

任欧委会主席增加筹码。在欧盟内部，对于

是否加征电动车反补贴税，成员国之间存在

巨大分歧，包括德国和匈牙利在内的5个国

家投了反对票，12个国家弃权，投赞成票的

只有10国。

其二，欧盟部分政客想通过电动车加征

关税实现政治目的，试图表明欧盟仍然是具

有讨价还价能力的重要行为体，显示所谓

“布鲁塞尔规则效应”的“软实力”。至于是

否能够真正维护欧盟经济利益，并不是他们

的主要目的。

其三，对于清洁能源、电动车以及新兴

科技产业，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绝大多数

国家都提供补贴。至于哪些是可以允许的

补贴，哪些是应该被禁止的补贴，补贴应该

如何实施等，都是世贸组织规则需要修改和

完善的问题。欧盟试图通过加征反补贴税

的案例，影响世贸组织相关改革进程。

其四，在政治上，欧盟不得不跟随美国

对中国电动车实施打压，但又试图强调自身

与美国有所区别，这种表态更进一步说明欧

盟的做法是一种政治操弄手段。

贸易保护损害自身利益
欧盟以“公平竞争”为名行“不公平竞

争”之实，搞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损害中欧

经贸合作，也会让欧洲消费者掏更多的钱，

毒化欧盟投资环境，拖累自身绿色转型进

程，属于典型的损人害己之举。

欧盟曾是绿色能源转型的先行者，制定

了能源转型的计划。乌克兰危机加剧了欧

盟的能源危机，更加坚定了欧盟降低对石化

能源依赖的战略。电动汽车在欧盟的能源

转型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欧盟从政治角

度出发对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包括欧洲在华

企业生产的电动车增加关税，必然导致欧洲

电动车的消费成本大幅度上涨。中国电动

车平均成本比欧洲生产的电动车低30%，这

是欧洲消费者喜欢中国生产的电动车的主

要原因。关税增加后，欧洲消费者要为更贵

的电动车付出额外的成本，这是与欧盟的能

源转型政策相悖的。

欧洲本土企业的电动车生产成本高与

欧盟内部从监管到劳动力市场所有的相关

成本高是关联在一起的。来自外部的竞争，

理论上应该促使欧盟通过政策调整来削减

各种成本，令欧盟本土汽车在电动车生产上

重振其汽车产业的传统优势，关税保护只会

延迟欧盟本应进行的内部规制改革。

欧盟提高电动车关税，在经济上有吸引

中国企业到欧盟投资建厂生产电动车、为欧

盟增加就业和税收的考虑。但是欧盟各种

严苛的规制，导致在欧洲设厂成本奇高。特

斯拉在柏林的工厂耗费三年才在2022年正

式投产，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欧盟戴着地

缘政治“有色眼镜”的审查将会更加严苛。

因此，欧盟本土企业都试图与中国企业在欧

盟外合资或合作生产电动车，到欧盟投资并

不会因为反补贴税而增加多少吸引力。

即便欧盟本土的电动车企业，很多零部

件尤其是电池以及相关原材料也高度依赖

中国供应。2023年欧盟进口的电动车电池

43.8%来自中国。尽管欧盟加大了对本土电

动车电池生产的补贴，并且计划到2030年将

电池生产能力增加364%，但是很多关键材

料，比如锂、钴和石墨仍然高度依赖中国。

因此对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增加关税，并不能

从根本上提升欧盟电动车的竞争力。

协商合作才能获得共赢
目前中国的电动车技术和生产效率大

大领先于欧洲的汽车厂商，中国性价比高的

电动车近年来在欧洲非常畅销，2023年占据

了欧盟电动车市场的19.5%，2024年估计将

达到25%。

欧盟目前缺乏有竞争力的电动车生产

环境和电池的关键材料。在电动车成为欧

洲能源转型重要抓手的背景下，欧盟本应与

中国协商，取得合作共赢的结果。单方面的

高关税，充其量只能给欧盟本土企业一个短

期喘息的机会，并不能改变欧盟国家增加电

动车进口的趋势。

欧盟电动车的发展取决于本土企业能

否在技术上快速升级和在制造环节提高效

率。恰恰在这些方面，欧盟企业与中国企业

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本来企业间的相互

学习，可以逐步达到这样的目标，但高关税

的介入，使得这种企业间的合作可能面临重

重风险。

另外，在关键材料的供应上，中欧也存

在高度合作的需要和机会，通过长期合约和

共同开发等措施，双方也可能达到共赢。正

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

正在进行新一阶段磋商。欧盟方面也表示，

在新税率生效后还将继续与中方就价格承

诺进行谈判。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1月8日透露，中欧

技术团队在北京进行了5轮磋商，就欧盟对

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方案的具体

内容进行深入交流，取得了一定进展。双方

约定将继续以视频或其他方式磋商。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单边贸易保护

主义不是出路，唯有协商谈判才是解决之

道。如果欧盟能够理性全面看待问题，中欧

仍然可以避免由此引发的经贸冲突升级。

毕竟，合作才是共赢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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