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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12月25日电（记者
钱铮）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25日表示，日本新型固体燃
料火箭“埃普西隆 S”在上月的发动
机燃烧试验中出现了 3 个阶段燃烧
压力异常，推测在试验开始不久后，
燃烧产生的气体出现泄漏。

JAXA航天运输技术部门“埃普
西隆”火箭项目负责人 25 日在新闻
发布会上说，他们根据发动机燃烧
试验时的压力、图像、加速度、温度
等数据进行评估，发现点火后约 17
秒，燃烧压力高于预测值且差值不
断扩大；约49秒时压力转而下降，判
断是燃烧室后方出现气体泄漏；约
50秒时，燃烧压力急剧下降至零，判
断此时发生爆炸。

该负责人表示，将以这3个阶段
压力异常情况为重要线索，进一步
调查发动机燃烧试验失败原因。

JAXA 于 11 月 26 日进行“埃普
西隆 S”火箭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
验，试验开始后不久发生燃烧异
常，现场冒出大量白色烟雾和橙色
火光。

“埃普西隆 S”先前的试验也发
生过异常。2023 年 7 月，火箭第二
级发动机在进行燃烧试验时发生
爆炸。JAXA 在 25 日的发布会上表
示，由于接连发生试验失败以及受
损设施何时能完成修复尚不清楚，
从技术上来说，在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的 2024 财年内不可能实施该
火箭发射。

“埃普西隆 S”火箭是小型固体
燃料火箭“埃普西隆”的改良版，为
发射小型卫星而研发。日本希望
该火箭能和新一代主力运载火箭
H3 一起开拓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
场。

日本航天机构称

“埃普西隆S”火箭上月试验中出现燃烧压力异常

新华社布鲁塞尔12月25日电（记
者康逸 单玮怡 丁英华）2024年，欧元区
经济持续低迷，在内外风险影响下难有
起色。欧元区一方面要应对内部不确定
性和结构性挑战，另一方面因面临美国
挥舞贸易保护措施大棒而承压。鉴于当
前内外矛盾凸显，欧元区经济增长需要
另辟蹊径，加强对华合作。

“双引擎”失速
加剧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12
月 4 日发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欧元区
经济2024年将增长0.8%，2025年和2026
年分别增长1.3%和1.5%。

当前，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不佳，尤
其是前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德国五
家主要研究机构本月 12 日大幅下调对
德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平均而言，
这些机构预计明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仅为
0.3%，低于此前预测的0.8%。

德国联邦政府秋季经济预测报告预
计，2024年德国经济将萎缩 0.2%。这意
味着德国经济将连续第二年陷入衰退。

德国工商总会最新调查显示，德企
对未来几个月的整体经济前景持悲观态
度，三分之一的企业计划减少在德投资。

专家认为，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
国在机械制造、汽车、化工等支柱产业领
域依旧面临生产成本攀升和结构转型滞
后等多重困扰。

另外，德国政府推动改革面临挑战，
且对美出口存在关税上调风险，这些或进
一步影响该国就业和经济增长。

法国经济前景同样不容乐观。12
月初，巴尼耶在被任命仅 3 个月后就辞
职引发法国政坛震动，令本已紧张的社
会局势和经济增长前景更加复杂。国际
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 12 月 14 日将法
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Aa3。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2月4日出席
欧洲议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会听证会
时表示，短期内欧元区经济增长可能放
缓，中期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欧元区面
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升高，国际贸易风险
与日俱增，潜在贸易壁垒对欧元区制造
业和投资构成威胁。

美国保护主义
令欧洲经济雪上加霜

欧洲经济陷入困境，美国因素不容忽

视。拜登任内，美国通过实施一系列单边
主义产业政策持续掏空欧洲。美国《通胀
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以高额补
贴方式推动绿色技术在美国本土的生产
和应用以及芯片制造向美国“回流”。

德国《商报》此前报道，美国《通胀削
减法案》从欧洲“吸走”资金超过百亿美
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
德·朗格表示，美国的做法违反国际贸易
规则，是贸易保护主义行径。

朗格表示，这些打着“美国优先”旗
号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给欧洲国
家造成产业外迁压力，减少欧洲获得关
键技术和投资的机会，对欧盟工业的竞
争力和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损害欧
盟企业利益，对欧洲经济构成“生死攸关
的挑战”。

随着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其
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威胁令欧洲感
到分外不安。欧盟前经济事务委员真
蒂洛尼警告，美国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
主义政策将对欧美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德国和意大利首当其冲。

荷兰国际集团宏观研究主管卡斯
滕·布热斯基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欧

洲经济的冲击将比第一任期更大。2017
年欧洲经济相对强劲，但如今欧洲经济
增长乏力，竞争力下降。一场欧美新贸
易战迫在眉睫，可能导致欧元区经济从
低迷转向衰退。

此外，欧元对美元可能再度贬值。
2022 年 7 月，因受俄乌冲突和能源危机
影响，欧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 比 1，
自 2002 年 12 月以来首次与美元平价。
目前由于美国关税政策预期、欧元区经
济低迷、美元走强等因素，一些经济学
家预测欧元可能再次接近与美元平价。

分析人士指出，欧元对美元汇率触
及平价这一心理关口，将引发一系列连
锁反应，不仅将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还
会加剧欧洲地区政治的不稳定。欧元贬
值虽可能短期刺激欧元区出口，但欧元
疲软导致原材料进口成本上升，可能令
通胀压力上升，给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
调整带来难题。

加强对华合作必要性日益凸显

在经济低迷的情势下，欧元区经济
增长需要另辟蹊径，加强对华合作的必
要性和现实意义日益凸显。

欧盟中国商会与咨询公司罗兰贝格
12 月 9 日共同发布的 2024 至 2025 年度
旗舰报告认为，“不确定性”成为在欧中
国企业运营的关键词。中企普遍认为，
泛政治化对商业领域的影响不容小觑，
期待欧盟为在欧中企营造公平、公正和
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罗兰贝格全球管委会联席总裁丹尼
斯·德普说，欧盟和中国对彼此都至关重
要，双方共同努力解决或缓解问题、向前
迈进的必要性愈加凸显。

当前，中欧互为主要贸易伙伴和投
资对象。据中方统计，2023年双方贸易
额达 7830 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
2500亿美元。双方在财政、金融、环保、
交通、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效，在数
字经济、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
作稳步推进。

2025 年，中欧即将迎来建交 50 周
年。观察人士指出，欧盟应坚持对华合
作共赢的主基调，与中方携手反对“逆全
球化”趋势和“新保护主义”，将令欧中双
方受益，还将助力全球贸易投资良性增
长，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
和确定性。

12月9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欧盟中国商会与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共同发布2024至2025年度旗舰报告。
新华社记者赵丁喆 摄

内外风险叠加

欧元区经济增长难脱困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希腊政府近
日批准恢复希腊前王室10名成员的希腊国
籍。这些希腊末代国王康斯坦丁二世的子孙
辈23日发表声明，对时隔30年重获希腊公民
身份感到激动，表示将忠于希腊共和国。

康斯坦丁二世 2023 年去世，终年 82
岁。他与前王后、丹麦公主安妮-玛丽的 5
名子女和 5 名孙子女上周申请希腊公民身
份。一份日期标注为20日的希腊政府公报
显示，上述申请已获批准。

据美联社报道，康斯坦丁二世家族与
丹麦、西班牙、英国等欧洲国家王室有亲属
关系。他于 1964 年继位，在位期间希腊政
局动荡，1967 年发生军事政变，军政府于
1973 年将他废黜。1974 年军政府垮台后，
希腊举行议会选举选出新政府，经公民投
票宣布废除君主制、确立共和制。1994年，
希腊立法使康斯坦丁二世失去希腊公民身
份，并规定了前国王及其亲属日后重获国
籍的条件。

据路透社报道，恢复前王室成员国籍
的决定引起希腊左翼政党不满。他们表
示，许多外籍劳工在希腊工作生活数十年
也不一定有机会获得希腊国籍，而且这些
前王室成员为自己取了“德格雷斯”(De
Grece)这一姓氏，在法语里意为“希腊的”，
带有贵族封号色彩，有违宪之嫌。“他们选
择的这个姓氏证明他们想要保留一种神秘
光环。”主要在野党、中左翼“泛希腊社会主
义运动”领导人尼科斯·安德鲁拉基斯说。

前王室成员在声明中说，其全家完全
尊重 1974 年希腊公民投票的结果，但 1994
年的立法导致其成为“无国籍之人”，遭受
情感创伤。前国王去世已标志一个时代的
结束，而取姓是恢复国籍的必备条件之一，
他们不寻求任何王室权力或头衔，现在和
将来都忠于希腊。

一名希腊政府发言人说，恢复前王室
成员国籍是例行公事，希腊现行制度“有自
我捍卫的能力”。 （沈敏）

时隔30年

希腊前王室重获希腊国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