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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眼中，欧洲人生活相对富裕、闲适，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积
累和高福利社会条件让欧洲人更有闲暇享受生活。如今，这一切似乎正在
发生改变。有外媒说：“欧洲人越来越穷了。”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刊文称，法国人减少了红酒消费；西班牙人开
始对食用油精打细算；德国肉类和牛奶的消费量已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
平；在意大利，意面价格大幅上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欧
盟国家平均水平落后于除爱达荷、密西西比以外的美国任何一个州。

欧洲何以“变穷”，问题值得深思。
经济连遇困境

《华尔街日报》报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区经济总量仅增
加6%，而同期美国经济累计增长82%。15年间，欧元区经济体量从几乎与
美国相当，发展到当前被美国超过近一倍。

这一现象背后，是近年来欧洲经济接连遭遇困境的现实。
受新冠疫情冲击，欧元区 GDP2020 年第二季度环比下滑 11.8%，为

1995年以来最严重的萎缩。当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总量同比分别下滑
6.8%和6.4%。2021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虽有所复苏，但未能恢复到疫情
前水平。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欧洲经济再次受到显著冲击。去年下半
年，多个欧盟成员国能源价格和通胀率飙升。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
四季度欧元区GDP环比零增长，欧盟GDP环比萎缩0.1%。

今年以来，欧洲经济增长徘徊在停滞边缘。一季度，欧元区GDP环比
增长0.1%，欧盟GDP环比增长0.3%，多国国内需求疲弱。多数经济学家预
测，欧洲经济面临下行风险。

经济增长乏力影响欧洲社会的购买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显
示，当前欧盟消费支出约占全球消费支出的18%，美国占28%；而15年前，
欧盟和美国各占全球消费支出的四分之一左右。

欧洲何以“变穷”
欧洲经济陷入困境，部分原因是长期以来欧盟经济结构改革乏力、内

生增长动力不足及疫情冲击。同时，来自美国的多重打击不容忽视。
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惜激进加息并推出《通胀削减法案》等保护主

义措施。出于遏制俄罗斯、继续掌控欧洲、拓展能源出口市场等多重战略
考量，美国挑动地缘冲突，推动俄欧能源“脱钩”，进一步加剧欧洲经济困
境。

乌克兰危机导致欧洲能源供应紧张，并产生一系列连锁效应。俄罗斯
在欧洲天然气和原油供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年来为欧盟各国稳定提供
价格相对低廉的能源，是后者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在美国战略裹挟下，欧盟跟随美国对俄罗斯推出
多轮制裁措施，包括对俄煤炭、石油产品、天然气等实施禁运，严重扭曲供
应链，影响欧盟自身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欧洲通胀水平屡创新高，多国通
胀率一度连续数月高达两位数。

在美国拱火下，俄欧能源逐渐“脱钩”，欧洲对美天然气需求飙升。大
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2022年欧盟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
然气占总进口量的41%，比上年增长154%。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
欧盟从美国进口额增长53.5%，一大原因是能源贸易增加和能源价格暴涨。

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批评美国能源价格的“双重标准”，指出美国液化
天然气对欧售价是美国市场的数倍。为降低运营成本，欧洲多家铝、锌冶
炼厂被迫关闭，大量粗钢产能被迫闲置，制造业遭遇重大打击。

前行路在何方
在美国搅动地缘政治棋局、撬动能源杠杆、启动保护主义举措等手段

“折腾”之下，欧洲制造业基础不断被削弱，主要国家出口受到影响。
欧元区经济对出口依赖程度较高，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扩大对外经

贸合作成为欧洲国家为经济注入动力的最佳选择。为此，欧盟和欧洲主要
国家期待通过加深对华经贸合作提振经济。

当前，中欧已形成强大的经济共生关系。在世界经济低迷、贸易环境
不利的情况下，中欧贸易实现逆势增长。2022年，中国与欧盟互为第二大
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达8473亿美元，同比增长2.4%，意味着平均每分钟贸
易往来超160万美元、中欧贸易结构也更加优化，锂电池、新能源车、光伏组
件等绿色产品贸易快速增长。

经济现实让欧洲领导人反思，并适时调整政策。去年下半年开始，欧
洲领导人对中国开展了密集外交活动。

去年11月初，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时表示，反对“脱钩”，将努力稳定、
巩固和发展德中关系。12月初，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表示愿同中
方继续推进欧中投资协定的进程，增强供应链稳定互信，深化欧中各领域
互利合作。

今年以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
莱恩相继来华加强沟通与合作。冯德莱恩表示，欧中互为重要贸易伙伴，
彼此经济高度关联，同中国“脱钩”不符合欧方利益，不是欧盟的战略选
择。欧盟独立自主地决定对华政策，愿同中方重启欧中经贸高层对话，推
进欧中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专家指出，因跟随美国而令自身付出沉重代价的现实，已让很多欧洲
人意识到坚持战略自主和多边外交的重要性。只有跳出以价值观划线的
保守主义思维，坚持促进共同利益，维护多边主义的正确方向，欧洲才有可
能在不利形势下为经济发展找到出路。

新华社特稿

欧洲“变穷”背后的美国推手

日本福岛县本是一个渔业发达的地方，许多人一辈子靠海为生。福岛
核事故发生后的十多年里，当地渔民一直盼望着能够恢复往日的生活，而
一旦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渔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泡
影。一位年过七旬、不愿意对外透露自己身份的福岛渔民在接受总台记者
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关于核污染水安全性的说辞完全不
值得信任。

福岛渔民：几年不出海捕鱼的话，作为渔民，我们就算还没忘了怎么捕
鱼，劲头也早就没了。

记者：对于标注了福岛县产的商品，大家会感到担心。您有这样的感
受吗？

福岛渔民：能够感受到，核事故3年后，我们刚开始恢复捕鱼的时候。
鱼捕不到多少，也根本卖不了好价钱，后来价格才慢慢地恢复上来。

针对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不顾各方反对，单方面推进福岛核污染
水排海的计划，当地渔民表示，核污染水一旦排入海洋，会再次损害福岛的
渔业，让本就处境艰难的渔民再次受到冲击，这对于一辈子靠海为生的渔
民而言是无法接受的。

福岛渔民：（核污染水）排海一定会损害福岛渔业的形象，所以我反对
排海。

记者：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把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还一再向外界
强调其安全性，你相信这些说法吗？

福岛渔民：100%不相信。福岛核事故发生前，东电公司一直说，万一
发生了紧急情况，他们会采取这样那样的措施（但是并没有做）。东电公司
以前就是这么承诺的，所以我们根本没办法相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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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岛渔民：

绝对不相信

所谓的“处理水”安全

中新网7月31日电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30日，乌总统办公室
主任叶尔马克称，乌克兰将开始与美国就安全保障问题启动谈判。

叶尔马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最早将于下周(7月31日当
周)开始与美国就提供安全保障的双边协议进行谈判。这些保障将一直
延续到乌克兰加入北约为止，这是最可靠的安全保障。”

叶尔马克称，G7之外已有十多个国家已加入G7宣言，而乌克兰正在
与每个国家分别就未来的安全保障条款进行谈判。

据此前报道，北约峰会期间，七国集团签署了一项乌克兰长期安全
国际框架，包括战斗机等先进军事装备、培训、情报共享和网络防御等多
个方面。对此，俄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不反对讨论乌克兰安全保障的
问题，但确保一国的安全不应对另一国构成威胁。

乌官员：乌克兰将与美国开始

安全保障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