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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邓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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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还推出《通胀削减法案》，以高额补贴等措施
推动电动汽车和其他绿色技术在美国本土的生产和应
用。这些因素严重破坏欧洲经济的“有生力量”，不少
欧洲主要企业已将生产部门向美国迁移，令欧洲面临

“去工业化”风险。
比利时企业联合会欧盟事务负责人奥利维尔·约

里斯感叹道：“我们非常担心，也很震惊，这些补贴是保
护主义，是美国人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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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企业纷纷表示，对华“脱钩”既不可能，也不可
行，同时持续加码中国市场。大众、宝马、西门子、空客
等公司不断加大在华投资，期待进一步分享中国经济
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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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变穷”背后的美国推手

新华社开罗7月30日电（记者姚兵）巴勒斯坦各
政治派别会议 30 日在埃及北部地中海城市新阿拉曼
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
主席阿巴斯主持会议，并提议成立一个对话委员会，以
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团结。

阿巴斯在会议最终声明中说，今天的会议是完成
对话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希望对话能够尽快实
现预期目标。阿巴斯提议成立一个由巴勒斯坦各政治
派别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就各方在会上讨论的问题展
开对话。

阿巴斯感谢埃及总统塞西支持举办此次会议，
同时感谢阿尔及利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
耳其、中国和俄罗斯为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团结所作
的努力。

2007年，法塔赫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斯）爆发冲突。哈马斯夺取加沙地带控制权，法塔赫实
际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陷入分裂。今年 7
月25日，阿巴斯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哈马斯政治局
领导人哈尼亚举行会晤，讨论了即将在埃及举行的巴
勒斯坦各政治派别会议。

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会议在埃及举行

7 月 30 日，
巴勒斯坦总统、
巴勒斯坦民族解
放运动（法塔赫）
主席阿巴斯（前）
在埃及北部地中
海城市新阿拉曼
举行的巴勒斯坦
各政治派别会议
上讲话。

新 华 社 发
（巴勒斯坦驻埃
及大使馆供图）

据新华社首尔7月31日电（记者周思雨 陆睿）
据韩联社报道，29日和30日周末两天，韩国至少17人
因高温酷暑死亡。

韩联社援引韩国消防部门消息说，死者多为高龄
老人，大部分人是在田间务农时死亡，被发现时体温很
高。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8月初。

韩国疾病管理厅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
30日 16时，全国范围内共报告 73例热射病等中暑病
例，仅29日就有6人疑似死于热射病。

韩国周末高温天气造成至少17人身亡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美国一名8岁儿童7月29
日晚随家人在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露营时遭到
一头美洲狮袭击，所幸母亲的大叫吓走了美洲狮。

据报道，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管理人员 29 日 18 时
30分左右接到通知说，一名随母亲在公园内洛杉矶湖
边露营的孩子遭到一头美洲狮袭击，其母见状立刻大
喊大叫，吓走了美洲狮，孩子只受了轻伤，被送往医院
接受进一步检查。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野生动物学家汤姆·凯在声
明中说，由于这一事件性质特殊且危险，园方立即清空
了洛杉矶湖区域，同时关闭附近多条徒步路线。随后，
公园执法部门和野生动物追踪专家来到美洲狮最后出
没的区域，试图找到它的行踪。若找到，将会对其实施
安乐死并进行尸检，以期找到美洲狮袭击人的原因。

华盛顿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局数据显示，该州共
栖息着1900至2100头成年美洲狮，它们行踪不定，很
少与人类接触。依照该机构说法，“一个人被雷劈的
几率要比被美洲狮袭击的几率高 1000倍”。不过，随
着华盛顿州人口增长，人群户外活动范围扩大，与美
洲狮相遇的几率也不断增大。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建议游客不要单独出行，时刻
保持警惕，如果遇到美洲狮，要尽量发出噪音以吓退
它们。 （荆晶）

美国孩童遭美洲狮袭击
母亲尖叫助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