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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欧洲时报》报道 毋庸讳言，最近一段时间的欧
中关系，被欧盟启动对中国电动车补贴调查并最终决定
加收暂时关税阴云所笼罩。日前，欧盟宣布对中国不同
品牌的电动车征收 17%-48%不等的关税，搅动欧中贸
易向好的“一池春水”。中方则兑现之前“若欧盟一意孤
行违背世贸规则、实施保护主义的加征关税，中方将坚
决反制、保护中企正当权益”之宣示，宣布反制措施。而
支持加税主要国家——西班牙、法国猪肉产品，将成为
第一波牺牲者。至此，欧中贸易摩擦正式重启。硕果仅
存欧盟内部的“自由贸易”支持者警告的“加税会扭曲市
场”，已一语成谶。

6月 18日，中欧主要车企举行了闭门会议。与会
的欧洲车企均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
贴税，希望中欧双方尽快开启谈判，避免中欧贸易摩擦
升级。与会的中方车企和行业协会均呼吁政府反击，建
议对欧洲大排量汽油车进口提高暂定关税。

由于从宣布加税到实施，尚有时日，其间还会接着
“谈”，这次是“潘多拉盒子”打开，更多的坏事在后面？
还是欧盟自省对错、得失，调整策略，寻求双赢答案？还
有待观察。对于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史的观察家来说，此
事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中国电动车，今天在性价比、甚
至整体技术层面超越了欧盟，不是靠先期的补贴，而是
靠中国产业布局的长期与前沿眼光、环保经济转型的坚
决落实，以及产业链的创新潮。

围绕中国电动车的是非聚讼，一年多以来，西方主
流媒体基本是一边倒的诟病中国“不公平竞争”，附和官
方关于中国转嫁“产能过剩”的叙事。但可圈可点的是，
近来，欧美媒体，甚至是长期“反华”的强势媒体，在这个

关口，改变了口风。这是值得注意的新风向。
法国左派旗舰媒体《世界报》十多天内连刊两文，明

显挺“反方”说法，给欧盟保护主义“泄气”。
半月前刊出一篇由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专家让-巴蒂

斯特·弗雷索撰写的、题为“制裁中国电动车的保护主义
可能毁了我们自己”的文章，结合欧洲汽车企业老板观
点，报道堪称客观。就中国电动车是否因“产能过剩”淹
没欧洲，该文做出如下澄清：“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
汽车出口国，但欧洲对中国的汽车出口量（2022年为
240亿欧元）仍远超从中国的进口量（97亿欧元）。在
指责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上，必须指出的是，欧洲
汽车出口在其总产能中的占比仍大于中国”。数字俱
在，产能过剩论，不攻自破。此文的“重大发现”是：加税
是“一种反向操作的局面：是政府而不是制造商在要求
关税保护”。人们听到了德国大众和宝马，乃至包括法
国标致雪铁龙在内的斯特兰蒂斯集团老板的众口一词：
加税是“陷阱”，可能会“加剧”西方制造商的技术落后。
自由贸易好处多……加税若导致报复，依赖中国市场的
欧洲车企将蒙受重大损失。如果说这篇文章是《世界
报》借专家与企业之嘴说事实，近日刊出评论员文章，则
可说是该报“直抒胸臆”了。

评论员斯蒂芬·劳尔6月16日写道，只靠欧盟对中
国电动汽车提高关税，是不够的，欧洲人还必须努力追
赶在产业和技术上的差距。把欧洲汽车工业的脆弱归
咎于中国的不公平做法，过于简单了，问题的根源很深。

斯蒂芬·劳尔认为，欧盟与中国的竞争力差距并不
会因为关税壁垒的升级而得以缩小，欧盟必须要快步追
赶自己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产业和技术落后。除了起步

落后，欧洲人还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中国人专注于大多
数人都消费的起的价格实惠的电动车型，而欧洲的汽车
制造商瞄准的则是高端市场。高端市场的利润率很高，
但销量很低。结果是：中国品牌较早地积累了如何降低
成本的经验，同时还受益于汽车行业非常重要的规模经
济。如果欧洲人从一开始就追求规模化的话，今天这两
个市场的规模将会是相当的，双方也将会有同样的武器
来竞赛。

斯蒂芬·劳尔表示，中国人做了好选择，对此我们是
无法责怪的。中国的优势相当的大。中国车商有能力在
十八个月内就开发出一款车，而欧洲品牌的开发时间几
乎是中国的两倍，这使得中国车商能够不断适应买主热
衷于技术创新的非常不稳定的汽车市场。“投资补贴有作
用，但这无法解释欧洲制造商和中国制造商在竞争力上
的差距，而且在研发方面，中国人非常优秀，不需要公共
补贴。”他称，“今天，欧盟苏醒了，但苏醒得很痛苦”。

其实，援引了两篇世界报的文章，从现象到本质，事
情的是非曲直与利害，均清晰可辨，已经无需多置一
词。看到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等大报们都发表
类似文章，似乎这是一次西方媒体的集体苏醒？或许如
世界报这样的对华“不友好”媒体也开始说中国的好话，
意识形态为先的媒体开始说“公道话”，它说明了一个道
理：保护主义的梦可做一时，不可做一世；媒体附和政府
遏制中国发展的叙事，已成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苏醒虽然痛苦，却是必然的，因为这关乎西方自己的国
家利益。

可以预测，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围绕电动车的中美、
中欧贸易争端报道，这样的公道话会越来越多。

欧中贸易摩擦：西方媒体的“痛苦苏醒”说明了什么？

华 埠 资 讯

加拿大多个促统团体
支持大陆出台司法文件严惩“台独”

据中新网电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6月21
日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
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下称《意
见》)。全加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卡
尔加里区)、加拿大埃德蒙顿华人中国统一促进
会、总部设在温哥华的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
统一促进会等加拿大多个促统团体连日来分别
发表声明，对《意见》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

全加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卡尔
加里区)在声明中呼吁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相
向而行，坚决抵制和反对“台独”势力的发展，
打击顽固“台独”分子的任何分裂行为，使“台
独”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无处藏身。
该会表示，始终坚决拥护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同时呼吁
海外华侨华人继续坚定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
进程，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

菲华各团体举行
庆祝第廿三届菲中友谊日活动

据菲律宾《世界日报》电 日前，菲华商联
总会联合菲华各团体举行庆祝第廿三届菲中
友谊日大会，中国驻菲大使馆大使黄溪连，菲
律宾参议院议长等菲政界、工商企业界及菲华
消防队员联合总会等华社代表1500多位代表
出席，共襄盛举。

大会主席、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施东方博
士致词说，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
到千年前。随着时光的推移，菲律宾华人融入
了菲主流社会，为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
重大贡献。

日前，由哈萨克斯坦非政府组织“留华毕业生协
会”主办的“中国文化日”活动在阿斯塔纳举行。现
场的舞蹈、歌唱、乐器演奏、功夫表演等多个节目从
多方面展示了中哈传统文化。

除了主舞台的表演，活动现场还设有茶艺展示、
火锅品鉴、北京烤鸭推介、汉服拍照等摊位，吸引观
众排队体验。

“我最喜欢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国菜味道层次
丰富，口感多变；中国的茶文化也有很深的内涵。”哈
萨克斯坦小伙奥尔扎斯说。他表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以来，哈中两国合作越发紧密，我为我
们有中国这样的好邻居而感到高兴。”

当天，高校留学毕业生、学者及中国文化爱好者
数百人参加了本次活动。(单璐 来源：中新社)

2024年是中国与巴西建交50周年。一直以来，巴西
华侨华人积极参与公益捐赠、经贸交往、文化交流等活动，
以实际行动为两国友谊架桥。

近日，巴西东北部最大城市累西腓将2024年设为“中
国年”。累西腓华侨华人协会会长卢功荣介绍，2022年当
地政府就将中国春节设立为官方节日。“从喜庆的春节氛
围开始，当地民众渐渐喜欢上中华文化，彼此间的欣赏和
尊重是掀起‘中国热’的重要原因。”

1900年8月15日，首批中国劳工抵达巴西，为当地
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为了铭记这一历史时刻，巴西联邦政
府和多个市政府将每年的这个日期定为“中国移民日”。
巴西青田同乡总会会长叶王永告诉记者，在圣保罗州，中
国的国庆节也被定为“中国文化暨移民日”。巴西以文化
融合而闻名，与中国相关的节日增多表明两国文化的相互
欣赏，也反映出当地社会对华侨华人的认可。

叶王永在巴西生活 37年，他介绍，每逢中国传统节
日，同乡们都会开展庆祝活动。大家也积极回馈当地社
会，在巴西遇到灾害之时捐款捐物，为贫困地区的居民举
办慈善活动。“我们尽自己所能，为当地社会增添更多的温
暖与希望。”

巴西北京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赵永平表示，在不少公
园，都有两国民众共同组成的太极队，当地还开设武馆，专
门教授中国武术和舞狮舞龙，很多年轻人对此表现出十足
的兴趣，纷纷参与其中，在一招一式、一腾一跃中体验中国
功夫的刚柔并济。

赵永平说，在巴西的华侨华人大部分从事商业活动。
随着新一代移民的成长，越来越多的华人主动融入当地主
流社会，走上从政之路。“这有助于华人群体掌握更多话语
权，加深当地社会对华人社区的理解，进一步推动两国友
好。”她说。 （金旭 徐文欣 来源：中新社）

巴西华侨华人巴西华侨华人：：在相互欣赏中传递友好在相互欣赏中传递友好

哈萨克斯坦首都
举办“中国文化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