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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报道

（一）美国政治新闻网：冯德莱恩提出经济安全层面“重

大转变”，自由贸易者可能不会喜欢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希望在欧盟的

经济政策中加入国家安全的考虑，但欧盟的自由贸易者并不一定

会喜欢这个结果。由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欧盟在地缘

政治上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处境。美国正强化对中国的强硬立场，

并推动欧盟效仿。欧盟希望继续与中国进行对话和贸易。然而，

与此同时，人们的认识逐渐清晰，即尤其是在供应链冲击和乌克

兰危机残酷地暴露了欧盟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后，欧洲需要减少

风险。在这种地缘政治背景下，欧盟正在摒弃其十年来的自由贸

易政策，转向更具防御性的经济政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最近抨击了致使与中国贸易逆差扩大的“不平衡”经济关系。

冯德莱恩的方案是，在不脱钩的情况下“减少欧盟对中国的

依赖”。一位欧盟官员表示：“这是冯德莱恩推动的欧盟政策的

重大转变。她受到大西洋彼岸朋友的敦促，在这方面领头。”即

将出台的经济安全战略会成为这种新经济思维的实践。该战略的

出发点是：像欧盟这样的强大经济体，必须更加重视其贸易和投

资政策中的安全风险。如果上述战略得以实施，欧盟在国际舞台

上的表现将更像美国或日本。

冯德莱恩将于 6 月 20 日公布经济安全战略的早期提案，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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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月底欧盟领导人会议上讨论。但事情还远未敲定。出口管制

等安全措施属于国家权力，不是所有欧盟国家都急于将此权力交

给欧盟，甚至接受关于这些措施的欧洲战略。欧盟的自由贸易者，

无论是在欧盟委员会内部还是欧盟国家间，也开始对此感到不安。

上述欧盟官员表示，尽管冯德莱恩在欧盟国家中积累了很多

声誉，能够向特定方向推动政策转变，但在其采取迅速行动之际，

她还必须“回头看看，确认是否大家都在跟进”。与其他外交官

一样，因未获授权公开发言而要求匿名的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每

个人都非常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希望冯德莱恩清楚各个红

线的所在。”

欧盟委员会更偏向自由主义的要员、贸易专员瓦尔迪斯·东

布罗夫斯基斯 (Valdis Dombrovskis) 和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韦

斯塔格 (Margrethe Vestager) 也警告不要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

上周在瑞典举行的欧盟印太部长级论坛上，东布罗夫斯基斯

告诉记者，该战略应该“具有针对性且突出重点”，欧盟不应该“将

经济安全工作作为实行保护主义的借口”。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智库研究员托比亚斯·格尔克（Tobias Gehrke）表示：“对于欧

盟委员会来说，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通过对欧盟面临的各种经济

安全风险进行强有力的、事实性的分析来领导战略安排，平息有

关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思想的争议。”

投资审查

预计该战略将针对欧洲的经济脆弱性，并找到这些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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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法。战略还可能包括，帮助欧盟企业在与中国这样的国家保

持贸易往来的同时保护企业技术的指导方针。欧盟还希望实现供

应链的多样化，比如通过与智利或澳大利亚等志同道合的国家达

成战略原材料贸易协议。

防御性或保护主义话语与开放、竞争性话语之间的平衡是需

要关注的关键。

该战略中最敏感的部分是对外投资审查的设想，这将迫使欧

盟国家对欧洲私营企业的海外投资进行审查，以防止敏感技术转

移。这一措施将成为欧盟不断丰富的贸易保护工具箱的最新补充，

该工具箱包括对进入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过滤机制，以及一种

新商定的反压迫工具，能用来预测针对经济霸凌的贸易反制措施。

冯德莱恩强调，对外投资审查工具将具“针对性”，仅限于

可能促进军事能力发展的敏感技术。例如，今年早些时候，荷兰

政府表示将对微芯片生产设备实施出口管制。但是，告诉公司他

们在海外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这种做法令一些自由贸易者

担忧。

一位来自经济自由程度更高国家的欧盟外交官表示，“思想

比较自由的成员国担心，我们正在设置一些从经济角度看没有必

要的障碍。”上个月，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莉谢·施赖纳马

赫尔（Liesje Schreinemacher）在欧盟贸易部长会议上明确表示，

她将仔细审查即将出台的计划。“计划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目标

是什么？这是否是合适的工具？要如何执行……保持警惕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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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很重要。”另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确保“我们没有不明就

里地采用任何新的工具。”

企业也迅速做出了回应。欧洲商业联合会（BusinessEurope）

的路易莎·桑托斯（Luisa Santos）表示：“我们需要非常谨慎。”

她说，一项影响深远的措施“可能会对我们未来的经济繁荣和发

展造成相当严重的影响。”

桑托斯还提到美国，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与工业界讨论类似

的方法，但尚未确定下来。“现在我们会在没有讨论出合适结果

的情况下，短短一天之内就这样做？这是不可能的。”

格尔克表示，欧盟委员会必须明确存在哪些风险，这些风险

有多大，并说明为什么需要额外的监管。否则，对外投资审查的

论点“可能会被推翻”，他说道。

作者：Barbara Moens，2023 年 6 月 6 日

翻译：钮胤羲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ursula-von-der-leyen-free-

traders-brace-for-upcoming-economic-security-plans/）

（二）《日本时报》：调查发现大多数欧洲人赞同马

克龙对中国和美国的看法

4月，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表示，

欧洲不应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或中国的立场，而是应专注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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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战略自主”，这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但是，根据欧洲

外交关系协会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

智库的一份新的多国调查报告，虽然这番惊人的言论在大西洋两

岸的政界人士中引起了轰动，但大多数欧洲人似乎对其产生了共

鸣。

6 月 7 日发布的报告表明，马克龙和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

茨（Olaf Scholz）将中国视为战略和全球合作伙伴的政策立场，“与

欧洲公众舆论大体一致”——许多人认为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整个

欧洲而言，中国更像是一个“必要的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

对手”。这项基于对来自 11 个欧洲国家的 16000 多名受访者进行

的民意调查还显示，62% 的欧洲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在美国和

中国因台湾问题发生的任何冲突中保持中立，而倾向于站在美国

一边的仅不到四分之一（23%)。这也符合马克龙在 4 月份接受美

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和法国《回声报》（Les Echos）采访时

所发表的言论，即欧洲面临的“巨大风险”是它“陷入了不属于

我们的危机”——包括台湾问题。

ECFR 还发现，虽然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其作为欧盟“盟

友”和“伙伴”的声誉，但大多数欧洲人 (74%) 希望看到欧盟减

少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并投资于其自身的防御能力建设。“欧

洲人希望看到欧盟在外交政策上更加独立自主，并建立自己的防

御能力”，ECFR高级研究员、该报告的合著者亚娜·普格里林（Jana 

Puglieri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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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还表明，在谈到中国及其发展战略时，智库所描述

的“布鲁塞尔领导人的鹰派政策立场”与更广泛的欧洲公众之间

可能存在脱节，后者则对“与北京脱钩”毫无兴趣。

该报告特别指出，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仍

然需要说服欧洲公众，让他们相信有必要降低欧盟与北京关系的

风险”，“在很多方面，欧洲公民更支持‘马克龙团队’，而不

是‘冯德莱恩团队’”，该报告的作者写道，并指出许多人并不

认为中国是一个挑战以及想要破坏欧洲的大国，他们不相信美国

总统拜登政府倡导的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框架。

这份报告的合著者帕维尔·泽尔卡（Pawel Zerka）认为，欧

洲公众对与中国经济相互依存风险的看法更为微妙，这不仅与欧

洲到中国的地理距离有关，而且还与以下事实有关：除了一些欧

洲国家（如德国或立陶宛），这些风险很少在公共领域或大众媒

体上讨论。

事实上，尽管中国和俄罗斯于2022年 2月宣布建立“无上限”

伙伴关系，而且中国随后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

行动，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与 2021 年结果相比，欧洲人对中国

的看法“变化不大”。“现在，几乎被调查的每个国家的普遍观

点是，中国是欧洲国家的‘必要伙伴’”，报告作者补充说，并

指出只有德国、瑞典、法国和丹麦的观点普遍认为中国是“竞争

对手”或“对手”，而不是“盟友”或“伙伴”。2021 年的调查

结果也是如此。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3 年第 20 期

7

“这表明欧洲领导人需要更多地参与有关未能为各种威胁和

情景做好准备的公开讨论”，包括潜在的中美冲突以及欧洲可能

面临与华盛顿联合对华的压力。调查还表明，大多数欧洲人对扩

大制裁中国在内的想法犹豫不决。作者指出了其背后的一些实际

原因，包括欧盟成员国对中国不同程度的经济敞口以及它们总体

上不同的经济脆弱性。尽管如此，ECFR 发现 41%的受访者表示，

如果中国开始向俄罗斯提供弹药和武器，他们将支持对中国实施

经济制裁，即使这意味着严重损害西方经济。许多人还反对中国

在欧洲拥有诸如桥梁或港口 (65%)、科技公司 (52%) 或报纸 (59%)

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想法。

尽管如此，欧洲公众要求在外交政策和国防问题，尤其是在

台湾问题上对美国拥有高度自主权，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如果

中国与美国在印太地区发生冲突，东京和华盛顿可以期望从欧洲

获得多少军事支持。

双方都敦促欧洲更多地参与亚洲安全问题，甚至还计划在东

京开设北约联络处，这将是该联盟在亚洲的第一个联络处。

然而，法国的抵制使问题变得复杂，马克龙认为跨大西洋联

盟应该继续关注所属的地区。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法国官员的

话说，他们不愿支持任何“加剧北约与中国紧张关系”的事情。

其他媒体援引法国官员的话说，如果北约需要了解该地区的态势，

它可以使用指定的大使馆作为联络点。据信，在日本开设这样一

个办事处需要所有北约成员国的一致批准，这意味着法国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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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予以否决。

泽尔卡指出，虽然目前欧洲公众对在亚洲增加军事存在的兴

趣不大，但未来的事件可能会让人们改变主意。“两年前，大多

数欧洲人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伙伴，而目前，在乌克兰危机暴发

之后，他们普遍将其视为敌人”，他说，“我们不知道公众的支

持程度如何，因为中美之间发生战争仍然只是一种假设的可能性，

但公众并不愚蠢，他们会根据事件调整自己的观点。”

作者：Gabriel Dominguez，2023 年 6 月 8 日

翻译：岳程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3/06/08/asia-pacific/europeans-

share-macron-view-china/）

（三）路透社：全球需求疲软导致中国 5 月份出口  

暴跌 

5月份，中国的出口萎缩速度远高于预期，而进口继续下滑，

全球尤其是来自发达市场的需求前景黯淡，使人们对脆弱的经济

复苏产生怀疑。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季度的增长速度

超过了预期，这要归功于强劲的服务消费和多年来因疫情而积压

的订单，但由于利率上升和通货膨胀压缩了美国和欧洲的需求，

中国工厂产出已经放缓。中国海关总署6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5 月份出口同比下滑 7.5%，远高于预期的 0.4%，是 1 月份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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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跌幅；进口收缩 4.5%，慢于预期的 8.0% 和 4 月份的 7.9%。

保银资产管理公司 (PinPoint Asset Management) 首席经济学

家张智威表示：“疲软的出口数据证实中国需要依靠国内需求来

应对全球经济放缓。下半年，由于全球需求很可能进一步减弱，

政府刺激国内消费的压力将会更大。” 数据凸显了疲软的程度，

显示贸易甚至比一年前中国最繁忙的上海港因严重的疫情影响而

关闭时还要糟糕。这些数据也成为了越来越多表明中国在疫情后

的经济复苏正迅速失去动力的指标之一，为更多政策刺激提供了

理由。

需求紧缩

数据公布后，亚洲股市出现下跌，人民币和澳元也是如此，

其中澳元是一种对中国需求波动高度敏感的大宗商品货币。疫情

后中国股市的涨势逐渐消退，因为经济复苏踌躇不前，散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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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看跌股市行情，转而加大对较安全资产的投资。中国经济受到

国内外需求疲软的双重打击，连锁反应波及整个地区。

上周韩国的数据显示，向中国的出口在 5 月份下滑了

20.8%，连续 12 个月下滑，而韩国的半导体出口下降了 36.2%，

这表明对用于最终制造的部件需求疲软。中国对半导体的进口同

比下降了 15.3%，因为包括这些零部件在内的消费电子出口市场

也变得疲软。原材料需求普遍减弱，受到电力和钢铁行业需求疲

软的影响，煤炭进口从 3 月份创下的 15 个月高点回落。5 月份铜

进口同比下降了 4.6%。

上周发布的中国官方采购经理指数（PMI）显示，5 月份工

厂活动的收缩速度超过预期。采购经理指数的子指数也显示，工

厂产出由扩张转为收缩，包括出口在内的新订单连续第二个月下

降。尽管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但因为工厂产出放缓，分

析师们正在下调对今年剩余时间的预测。在未及 2022 年增长目标

后，中国政府今年为国内生产总值设定了约 5% 的温和增长目标。

“我们认为出口在今年晚些时候将进一步下降，然后触底反弹”，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中国经济主管朱利安 • 埃文斯 - 普

里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表示，“虽然中国以外的利率接

近峰值，但大幅加息的滞后影响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削弱发达经济

体的活动，多数情况下将引发轻度衰退。”

作者：Joe Cash，2023 年 6 月 8 日

翻译：钮胤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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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chinas-exports-tumble-may-

imports-slow-2023-06-07/)

（四）美国政治新闻网：中国在美国进口商品中所占

份额不断下降

——2023 年第一季度，中国在美国商品进口中所占份额降至

13.3%，创下自 2004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尽管白宫表示并不需要这样做，但国会领导人仍努力通

过法案，与中国台湾达成初步贸易协议，以维护立法机构在贸易

方面的权威。该法案还将对政府在与台湾地区谈判任何额外协议

方面提出新的国会磋商和透明度要求。

中国进口份额减少：通过研究商务部上周的贸易数据发现，

总体看来，2023 年第一季度，美国从中国的商品进口下降了

26%。根据人口普查局在线统计工具的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今

年 1月至 4月，从中国进口的 98 个品类中有 86 个品类下降。

前五大类——电机及零部件，核能设备，玩具、游戏和体育

用品，家具和照明设备，塑料的进口总额从 2022 年 1-4 月的近

1100 亿美元下滑到 2023 年 1-4 月的 840 亿美元。这五个类别占

两个时期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2023 年第一季度，来自中国的进

口增加了 12 个品类，但这些类别都不在去年的前 30 个进口品类

之列。其中一个小品类是“动物、植物或微生物脂肪和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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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进口增长了575%以上，达到1.54亿美元。谁会想到呢？

相比之下：2023 年前 4 个月，美国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

家的进口总额约为 1 万亿美元，这只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大约 5%。

因此，自中国进口减少的速度比其他国家更快。

今年 1 月至 4 月，中国占美国进口商品的比例为 13.3%，而

2022 年为 16.5%，2017 年为 21.6% 的峰值水平。如上所述，今年

中国的份额可能是 2004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为 13.4%。

那么，随着中国失去市场份额，哪些地区获益了呢？并没有

单一的受益者，但欧洲和美洲地区对美国的出货量都有所增加。

2023 年前 4 个月，来自亚洲其他地区的进口也仅下降了 6%，而来

自中国的进口下降了 26%。在亚洲出口下降的同时，印度和新加

坡等一些国家增加了在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

印太经济框架优势？你可能在想，是美国提议的印太经济框

架那 13 个国家吗？今年前四个月，来自这些国家的进口总额仅下

降了 4%。在此期间，自这些国家的进口总额为 2150 亿美元，而

从中国的进口总额为 1320 亿美元。实际上，贸易数据显示，尽管

有关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还远未完成，但该组织已经从美中贸易

摩擦中受益。2019 年，美国从该组织的进口超过了从中国的进口，

自那以后不断扩大领先优势。

台湾地区协议首次投票的方法和意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去年启动了与台湾地区的贸易谈判，并于今年 5 月达成了一项初

步协议，涵盖了贸易便利化和良好监管做法等相对没有争议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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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然而，白宫并没有打算将该协议提交给国会进行投票，声称

它有足够的权力自行谈判和实施该协议。尽管美国国会表示反对，

但它在与其他 13 个国家达成的《印太经济框架协议》方面采取了

同样的立场，美国国会表示，根据美国宪法第 8 条第 1 款，国会

有权就贸易协定进行投票。在此背景下，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

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两党领袖于 6 月 9 日宣布了包含两个重要组成

部分的立法 :

首先，它将批准 5 月与台湾地区达成的协议。其次，它将对

政府提出新的国会磋商和透明度要求，以便与台湾地区就去年谈

判授权中涉及农业、数字贸易、劳动力、环境和其他领域的协议

进行谈判。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计划6月13日就这项立法进行投票，

这是税收法律的一部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杰森·史密斯在

与其他国会贸易领导人的联合声明中表示 :“我们现在必须以两

党合作的方式支持与台湾地区达成的早期协议，要求国会就未来

与台湾地区的任何贸易步骤进行磋商和批准，并确保像这样的未

来协议只有通过强有力的国会磋商和投票批准才能达成。”

作者：Doug Palmer，2023 年 6 月 12 日

翻译：陈惠敏

(https://www.politico.com/newsletters/weekly-trade/2023/06/12/chinas-

plunging-share-of-u-s-imports-0010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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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中国不能依靠出

口东南亚来抵消美国的经济放缓

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中国不能

完全依赖其邻国作为出口市场。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一直在增长。

在疫情期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超过了对欧盟的出口，东盟成为

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数据显示，5 月份对东南亚出口较一年前

下降 16%，拖低中国整体出口。根据万得资讯官方数据，5 月份，

在对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国家美国的出口方面，以美元计价比去年

同期下降了 18%。海关数据显示，5 月份对美出口额为 424.8 亿美

元，超过了中国当月对东南亚出口的 414.9 亿美元。仲量联行首

席经济学家兼大中华区研究主管彭小龙表示，东南亚市场无法完

全抵消美国市场的损失。东盟由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

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10 个国家组成。

彭小龙补充道，美国虽然是一个单一市场，而不是一个由 10

个国家组成的区域组织，但公司可以在美国市场以更高的利润率

销售。贸易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瑞银投资银行亚洲经济主管兼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王涛 6 月 5 日对

记者表示，尽管出口仍占经济总量的 18% 左右，但远低于以往约

30% 的份额。

扯后腿的美国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美国和东南亚经济增长放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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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前景不利。牛津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劳埃德 • 陈 6

月 7 日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预计中国的出口将持续低迷，

因为我们预计美国经济将在下半年进入衰退，全球去库存压力将

继续上升。”美国的企业也一直在努力解决高库存问题，去年下

半年，由于通货膨胀率高，积压了许多库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数据显示，预计今年美国 GDP 将从 2022 年的 2.1% 放缓至 1.6%。

东南亚也在放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 4 月表示，东盟今年的 GDP 增速将

放缓至 4.6%，低于去年的 5.7%。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该地

区的 GDP 增长预期下调了 0.1 个百分点。野村证券经济学家 6 月

7 日在一份报告中表示：“5 月份的大幅下滑再次证实了我们的怀

疑，即中国对一些东盟经济体 ( 尤其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

和泰国 ) 的月度出口数据可能有些改动。”“鉴于明显的暴跌，

对东盟的出口已经从主要驱动力转变为拖累，对 5 月份总体增长

的贡献为 -2.4 个百分点。”

根据对万得资讯数据的计算，5 月份美国和东盟各占中国出

口总额的 15%。数据显示，迄今为止，欧盟的份额略高，占中国

出口的 16%，而美国的份额为 14%。野村证券分析师认为：“展望

未来，在高基数、全球制造业衰退加深和西方贸易制裁加剧的情

况下，中国出口可能进一步萎缩。”

区域贸易战略

出口减少之际，美中关系仍然紧张，中国一直在寻求机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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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与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堪萨斯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杰

克·张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向

美国出售商品的成本要高出 20%-25%，尤其是机器零部件等中间

产品。”他表示，“随着美国市场的关闭，以及乌克兰危机后中

欧投资协议破裂，促进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变得更加紧迫。”

2022 年，中国同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

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此类协议。中国表示，它也希望能加入“全面

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不是该协定的参与国家，

英国在 3月份宣布加入了该协定。

张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

也促进了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该地区转移。与此同时，他认为，

“中国一直在加紧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并正在与拉

美地区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usor）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探讨自由

贸易协定。” 南方共同市场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

作者：Evelyn Cheng，2023 年 6 月 9 日

翻译：陈惠敏

(https://www.cnbc.com/2023/06/09/china-cant-rely-on-southeast-asian-

exports-to-offset-a-us-slowdow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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