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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印度主要水库近日水
量告急，水位降至5年来最低水平。多座城市正面临
严重缺水，拉响“用水警报”。

路透社 19 日援引印度政府数据报道，印度主要
水库 3 月蓄水量告急，水位降至 5 年来同期最低水
平。在政府监测的150座水库中，上周蓄水量仅为总
库容的40%。这些水库是印度水力发电的主要来源，
还对生活供水、农业灌溉等起重要作用。

在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生活用水受限。怀特
菲尔德社区居民巴瓦妮·穆图韦尔说，这是她40年来

遇到的最严重水危机。而普拉萨德一家四口上周以
来家里每天停水大约8小时。“如果情况变得更糟，我
们别无选择，只能暂时离开。”

在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主要水库蓄
水量降至总库容的 16%。在南部泰米尔纳德邦
首府金奈，甚至已经停水。在西部马哈拉施特拉
邦、东南部安得拉邦等工业大邦以及北部北方邦
和旁遮普邦等农业大邦，水库当前水位低于近十
年来平均水平。

印度通常每年 4月至 5月气候较为炎热，随后到

来的季风降雨将带来“降温”。路透社分析，水库蓄
水量告急意味着在即将迎来酷暑的印度中部和南部
城市，水电紧张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印度电力部一名高级官员说，正在监测水库水
位，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可能出现关闭电站的情况。

“如果由于降水缺乏导致情况变得更糟，将优先保障
饮用水而非发电。”

专家建议印度各级政府“立刻采取行动”，警告
会有“发生水资源战争”的风险。

（刘江）

红海航运改道好望角
南非能否抓住新机遇

水库蓄水量告急

印度多地拉响“用水警报”

新华社开普敦3月20日电（记者王雷 王
晓梅）近几个月来，由于红海局势持续紧张，很
多国际航运企业被迫放弃红海航线，改道非洲
航线，船只绕行非洲大陆西南端好望角。南非
作为非洲航线重要沿线国家迎来“意外商机”。
不过，在迎来利好的同时，南非港口普遍存在运
力不足和效率低下等问题，能否抓住新的发展
机遇，不仅亟需改善港口运力和效率，还应就打
造全方位海运服务枢纽有长远战略规划安排。

在全球航运版图中，红海航线是最繁忙的一条航道，
全球大约12%的货物运输经过这条由红海与苏伊士运河
共同构成的欧亚水上通道。对全球能源、物资供应链而
言，红海航线堪称是一条“生命线”。

然而，去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这条
“生命线”变得充满危险。也门胡塞武装以支持巴勒斯
坦为由，多次袭击红海水域关联以色列的目标。去年12
月起，地中海航运公司、达飞海运集团、马士基集团、赫
伯罗特公司等多家航运巨头暂停集装箱船在红海及毗
邻水域航行，转而绕行好望角。

南非《星期日时报》援引德国德迅国际运输公司数据
报道，截至去年12月27日，364艘总计可运输500万个20
英尺集装箱的船只改道非洲航线，尽管绕行好望角导致
航行距离增加约1.1万公里，航行时间延长12天至14天。

由于红海局势至今难现缓和，航运企业改道非洲航
线预计将持续到至少今年下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
属“港口观察”项目监测数据显示，在今年2月中旬的一周
里，绕行好望角的船舶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75%。

虽然绕行好望角势必导致海洋货运时间成本上
升，运力需求增高，对全球供应链构成极大影响，但有
一个国家可能因此成为最大受益国，那就是好望角所
属的国家——南非。

南非海事商会执行主席乌纳西·松蒂对记者说，船
舶绕行好望角后，存在燃油补充、物资补给和维修需
求。鉴于南非目前并不提供海上加油服务，这意味着
船舶需要在沿线港口停靠，将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南非
经济，同时利好南非旅游业。

南非海事问题专家、斯泰伦博斯大学商业与公共
法学副教授米歇尔·内尔告诉记者，在上述航运改道好
望角后，南非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应该成为最大获益
者。比如更多的船只停靠补给意味着更多的港口服务
需求，从而刺激当地经济活动，为港口和邻近地区创造
大量就业机会。

南非媒体也援引多位业内人士的观点乐观地指
出，随着越来越多船只绕行好望角，在世界航运版图中
地位“江河日下”的南非将迎来“天赐良机”，将因此获
得更多转口贸易机会，这对提振近年来持续下行的经
济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航道生变故
南非面临新机遇

只是，伴随机遇而来的还有前所未有
的挑战。

“更大的海上交通密度势必带来更多
的安全风险。”南非环保组织“绿色联系”战
略负责人莉兹·麦克戴德告诉记者，船只数
量增多加大了溢油等事故风险，或对渔业
和旅游业产生负面影响。

更重要的是，船只数量大增会令本已
运转不力的南非沿线港口难堪其负。由于
设施和服务水平方面的缺陷，南非港口存
在严重运力不足和效率低下等问题。世界
银行2023年发布的集装箱港口表现指数显
示，南非主要港口恩库拉港、德班港和开普
敦港均表现不佳。

面对突然增长的航运需求，南非港口
出现严重拥堵情况。早在去年 11 月底，南
非港口的拥堵危机就曾导致船只平均需要
等待 32 小时进入东开普省伊丽莎白港、
215 小时进入恩库拉港、227 小时进入德班
港，共有超过 10 万个集装箱滞压在南非各
港口之外。

南非政府已经认识到港口拥堵的严重
性，为此成立国家物流危机委员会，以优先
推动旨在解决物流危机的改革，同时解决
阻碍物流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南非政府
还同意为南非运输公司提供470亿兰特（约
合 25.2亿美元）担保额度，以支持该公司落

实政府货运物流改革方案。
然而，解决港口拥堵绝非一朝一夕之

功。南非港口拥堵是复杂难解的“老大难”
问题，港口设备及其维护方面投资长期不
足，而一些港口升级所需设备的交付时间
甚至长达 18 个月。一些专家警告，如果港
口问题持续存在，南非经济将付出巨大代
价，更谈不上抓住机遇。

在环保组织“绿色联系”战略负责人麦
克戴德看来，南非政府应该“采取全面、完
整的解决方案”，以便“让所有利益攸关方
都能参与规划”。比如，针对仓储设施和货
运铁路等相关物流环节现状，政府应采取
更具战略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将问题全
部甩给港口运营方。

海事问题专家内尔认为，南非能否抓
住发展新机遇，关键在于政府是否希望将
南非打造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全方位海
运服务枢纽”，政府为此必须着眼长远、进行
战略思考并与业界开展合作。如果能制定
适当的规划为新增船只提供良好服务，进而
让航运企业获得信心，那么就能抓住这一机
遇，创造就业机会，拉动经济发展。

“理想的结果是，被迫改道的船只在安
全可靠的条件下航行在非洲航线上，并且
知道在非洲最远端的拐点有一个稳定且高
效的海上服务中心。”内尔说。

港口效率低 抓住机会不容易

这是2023年7月17日拍摄的南非开普敦城市景观。新华社发（哈比索·姆卡贝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