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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察

法国葡萄酒业“痛”了，光伏战才有解
□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巍

尽管中国政府进行了积极的
游说，尤其是李克强总理在德国三
番五次阐述中国在中欧光伏产业
贸易上的原则立场，并且在和欧盟
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的电话中严肃
表达了中方的关切，但欧盟显然并
没有给中国面子。

对于欧盟委员会的决定，中国
商务部迅速进行了回应，并称中国
政府已启动对欧盟葡萄酒反倾销
和反补贴立案审查程序。中欧贸易
战似乎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对欧盟葡萄酒产业的选择，
体现了中国的报复行为极具针对
性。在此之前的5月24日，欧盟成员
国曾就欧盟贸易委员会提交的反

倾销提案进行了一次投票表决。
在这次表决中，德国、英国、荷兰、
瑞典等18个国家投了反对票；而法
国、意大利、葡萄牙和立陶宛四国
则选择投票支持欧委会的提案；
波兰、西班牙、奥地利、罗马尼亚、
拉脱维亚五国选择了弃权。在支
持者阵营中，法国可谓是当仁不
让的“带头大哥”，因此，只要搞定
法国，几乎就能够平息中欧光伏
产业贸易冲突。

从1998年开始，法国就已经是
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工业产品出口
国，同时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
二大农产品出口国。其中葡萄酒产
业是法国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占

到法国农业总产值的1/7，其中波
尔多的葡萄酒闻名世界。2010年，
中国就已经超过英国和德国，成为
法国葡萄酒的最大出口市场。2012

年法国出口至中国的葡萄酒总共
有1 . 3768亿公升，较上一年度增长
18 . 2%。因此，针对葡萄酒产业发起
反倾销调查，毫无疑问将是对法国
的“雷霆一击”，让法国葡萄酒业迅
速感到“痛”，从而会自动组织起来
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结束中欧贸
易战。

在中国和欧盟的双边关系
中，贸易成为拉动双边关系的核
心引擎。2012年，中欧双边贸易额
达5460亿美元，不断增强的商业联

系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然而，受欧债危机的影响，欧盟经
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面临着相
当大的下行压力和诸多不确定
性，在这种环境下，政客们尤其愿
意诉诸贸易保护主义，将出口国
当“替罪羊”。

不过，在这次贸易争端中，中
国自身的责任也不容忽视。由于我
们产业政策的失误，前几年，中国
光伏产业在各种政策优惠条件下
一拥而上，中国因此连续3年成为
全球太阳能电池的第一大国。与此
同时，中国国内需求尚未全面启
动，巨大的光伏产能只能高度依赖
国际市场的消化，而欧洲市场又是

中国光伏产业最重要的出口地，
2011年最高峰时，该行业的出口占
中国对欧盟出口的7%。目前中国产
光伏产品在欧洲的市场份额约为
80%，几乎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而各
种或明或暗的政府补贴给欧盟的
反倾销提供了“口实”。

因此，在对欧盟反倾销关税坚
定实施反制措施之外，中国政府也
必须加快对国内已经严重过剩的
光伏产业进行疏导，除了减产升级
之外，就是加快采取措施，推动国
内太阳能电站的并网发电，使光伏
产品能够更多地在国内得以消化。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喜欢“唱衰自己”的日本人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前发表了

一份名为《对2050年的构想》的世界
经济预测报告，该报告由于“看空”未
来中国发展，预言中国将落入中等
收入国家陷阱，近来被国内媒体热
炒。有媒体甚至分析称，该报告之所
以在全世界研究机构看好中国时反
其道而行之，也许是由于日本GDP被
中国赶超而产生的“复杂心态”。

日本被中国夺取GDP的第二
把交椅，心态是否“复杂”姑且不
论，但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作为日本
经济界最权威的智囊机构，若说其
因“心态复杂”就影响了预测结果，
实在很难说得过去。何况该机构，
2007年曾大胆预测过，中国GDP在

2020年前会超过美国。若说此次看
空中国是因为“心态复杂”，当年看
好中国又做何解呢？

为该报告唱衰中国就耿耿于
怀是没有必要的——— 与这篇报告
长篇累牍“唱衰”日本自身的文字
比起来，文中分析中国未来形势的
那几句话，连跑龙套的配角都算不
上。报告中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堆
日本当下面临的问题：随高龄化而
来的负担增加，背负巨额债务的财
政状况等等。报告还指出日本发展
面临的三重障碍：人力资源不足、
吸引外资困难、能源稀缺。还设想
2050年的日本存在“三种未来”，最
糟糕的一种未来中，日本人均可支

配收入将下降到接近目前的一半，
而最乐观的一种设想里，日本即便
经历了重大的改革，也不过是经济
维持了目前世界老三的位置。在文
后另附的一张全球GDP预测图表
中，全世界各国2050年的经济总量
都有较为明显的增长，唯独日本的
GDP相较2010年几乎维持不变。

敢把自己国家的前景描绘得
如此不堪，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态
度可能会令许多国人不解。事实
上，“唱衰自己”一直是日本人的一
大爱好。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日本
经济蒸蒸日上的那段日子里，最畅
销的一本小说却是日本列岛沉入
海底的科幻作品《日本沉没》。2006

年这本老小说被翻拍成电影，依然
掀起了观影狂潮。多火山多地震的
岛国环境，让日本国民养成了凡事
往坏处想的思维习惯，并用由此产
生的危机感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
预言中的危机。此次日本经济研究
中心发表的报告中，这种用危机感
倒逼改革的意图更是体现得尤为
明显，文章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指
出：“日本向何处去的关键，在于能
否建立不断进行改革的制度。”不
难看出，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出台这
一报告的主旨，在于利用其描绘的
悲观前景，客观上逼迫日本进行大
刀阔斧的改革。

有趣的是，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的不少预测与美国军事政治专家
乔治·弗里德曼在《未来500年》一
书中的判断不谋而合。只不过，对
日本自身，弗里德曼认为它将“再
次崛起为亚洲最强国家”，而这种
崛起的动力恰恰是“日本特有的危
机感和团结力。”

预测这东西，终究是对未来的
猜测，不过说说而已，不必太当真。
但是，通过对未来的危机感激发现
实中的团结力，从喜欢“看空”自己
的日本人身上，我们应该领悟到

“看空”有的时候也并非坏事。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畅所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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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葡萄酒产业发起反倾销调查，让法国葡萄酒业迅速感到“痛”，从而会自动组织起来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结束中中欧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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