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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企爭總理訪華團席位
「脫離中國才是最大風險」

德經濟前景黯淡 冀進一步發掘中國市場

據美國之音稱，中國對德國產業極為重要，尤其是汽車製造商，
它們與中國的合作夥伴，在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經營多家當地

合資企業。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楊成玉表示，企業
高管隨團是德國政府首腦對華國事訪問的慣例，這反映出德國政府
和企業對中國市場自始至終的高度重視。經貿合作也是中德關係的
重要組成部分，這些企業行政總裁與德國總理一同來訪，印證了中
德對加強雙方經貿關係的期待。

德產業資金外逃 GDP負增長
德國經濟在2024年遭遇動力不足的困境。 「德國之聲」網站報

道，目前德國的經濟前景看來很黯淡。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OECD）預測，今年德國經濟的增長率為0.3%，德國權威專家更預
測該國經濟增長率僅0.1%。歐洲經濟復甦也面臨很大不確定性，近
日歐盟委員會發表報告，將今年歐盟的經濟增長預期從1.4%下調至
1.3%。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稱，德國的一些產業資金
不斷外逃，而該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去年也是負增長，因此急
需盡快恢復經濟。德國企業期待透過此次訪問，能進一步發掘中國
市場的機會。

歐經濟領頭羊 具風向標作用
楊成玉指出，德國經濟是歐洲經濟的領頭羊，具有風向標作用，

這次政府高層訪華帶來大型商業代表團，正是看到中國市場的巨大
潛力，此次訪問釋放了一個正面信號，也為其他歐洲國家樹立表率
作用。儘管歐洲一些政治人物和媒體一再唱衰中國經濟，但事實證
明，德國企業仍非常重視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期待進一步深化雙邊
經貿關係，這對促進疫情後德國經濟復甦也扮演重要角色。
德國工商大會總經理萬斯萊本表示，「身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
伴，中國是許多中間產品和原材料的重要供應商，也是德國產品的
重要銷售市場。」然而地緣政治局勢及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是企
業面臨的不確定因素，萬斯萊本警告說，「德國企業對全球日益增
長的保護主義感到非常擔憂。」

香港文匯報訊 德國大型車企平治的行政總裁康林松早前警告歐
盟，加大任何針對中國的保護主義舉措力度，都將對歐洲這樣的經
濟區域造成破壞性影響，他同時強調平治不會退出任何一個市場。
康林松近期已多次表達對西方國家保護主義的擔憂，他早前出席
集團年度業績會議時表示，平治業績非常強勁，但警告關鍵零部件
的供應鏈樽頸仍是一個「重大風險因素」，並稱地緣政治事件和貿
易政策存在「異常的不確定性」，尤其是俄烏衝突、中東衝突，以
及西方大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問題。
康林松指出，宏觀經濟環境充滿挑戰，但平治不會縮減對未來發
展的投資，「這並不意味我們要退出任何一個市場，我們總是試圖
在我們活躍的150多個國家中，發掘我們最大的潛力。」
康林松3月底到中國參加2024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時，也表示看

好中國市場，將繼續擴大在華業務，強調未來數年在中國將有大量
投資計劃，「近年來中國一直在釋放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正面信
號，有力地增強了市場信心。中國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證明了
開放的市場，能給世界各經濟體和人民生活帶來巨大好處。」

平治CEO警告歐盟
「針對中國毀歐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2023年3月推出全面、系統性的去風險化
策略，重點在於對外投資審查和出口控
制，雖然未指明針對中國，但字裏行間卻
是滿滿地針對中國。說白了就是要拉上歐
盟與美國的對華經貿圍堵同步。不過馮德

萊恩的政策推出快一年，還是無法得到關
鍵成員國的支持，隨時無疾而終。

德法對華經貿政策成阻力
歐洲正面臨民粹主義的浪潮，加上美國
前總統特朗普回朝的可能性愈來愈大，歐
洲最不想的就是在這個時候與中國打貿易
戰，這一切使得馮德萊恩的新政策不合時
宜。另外，歐盟兩大龍頭德國與法國的對
華經貿政策，幾乎在所有方面都南轅北
轍，也是這政策未能獲得支持的一大原
因。
馮德萊恩的親美反華立場，在歐盟成員

國裏並沒有得到普遍贊同，一些成員國很
希望在中美之間行使自己的國家主權，而
不是完全由歐盟越俎代庖。中國的強硬報

復對歐洲各國也是明確的提醒。在立陶宛
不自量力要提升與中國台灣關係的時候，
中國事實上封禁了立陶宛的對華出口，連
德國大廠在立陶宛的生產也被殃及。
歐盟還在歐洲跨國公司裏發起調查，要
弄清中國的各種所謂「非市場行為」及實
際傷害，但歐洲公司不願配合，也是怕歐
盟的最終行動沒有什麼用，但自己在中國
的利益首先遭到報復。
馮德萊恩作為美國利益在歐洲的代言
人，推進美國利益高於保護歐洲利益，但
又不能做得太明顯，只能用人權、價值的
借口掩飾，但當歐盟經濟陷入種種困難的
時候，在真金白銀的利益當前，馮德萊恩
只能敗陣下來，難怪她的親美反華之路愈
走愈窄。

馮德萊恩「去風險化」政策未獲歐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出口政
策主管、美商務部領導工業與安全局副部
長埃斯特維茲周一（4月8日）到訪荷蘭，
就半導體設備售後維護等事宜施壓。路透
社引述專家稱，有跡象表明，荷蘭或繼續
在出口限制問題上與美保持一致，但考慮
到俄烏衝突持續及美國國內政治的不確定
性，荷蘭政府應考慮到中國的相關影響
力，須好好作出權衡。

專家：荷應考慮美大選影響
報道稱，美國要求荷蘭光刻機生產商

ASML（阿斯麥）停止其向中國客戶出售的
設備提供維護服務，這讓荷蘭政府在外交
和商業上都很頭痛。埃斯特維茲此行會見

荷蘭政府及ASML代表，預計提出有關維
護服務合約的問題。
荷蘭首相呂特暫未作出表態，負責監督
出口的荷蘭外交部稱，荷蘭將「具體情況
具體分析」。荷蘭克林根達爾國際關係研
究院高級研究助理范德皮滕提醒稱，荷蘭
政府必須權衡自己的應對措施，尤其若美
國前總統特朗普11月贏得總統大選，美國
對烏克蘭問題、北約防務費用等荷方優先
關心事項的支持力度，很可能會減弱，若
美國在北約中的作用下降，那麼美國在向
中國轉移技術方面的影響力可能也會下
降。
路透社認為，對ASML而言，設備維護

受限將帶來一定麻煩。光刻機是製造芯片

的關鍵設備，幾乎無法更換，只能持續維
護，維修業務約佔ASML營收的20%。此
外，根據1月發布的業績，中國是ASML去
年的第二大市場，貢獻的營收比例達
29%。
美國中國事務和半導體專家特廖洛認
為，假如荷蘭政府向美方「妥協」，這對
中國半導體行業而言將是一次挫折，但中
國芯片製造商至今對美國主導的制裁表現
出驚人的韌性，未來也將繼續想辦法「繞
過」管制。即將離任的ASML行政總裁溫
寧克曾公開反對限制ASML對華提供先進
光刻機設備的措施，警告這最終或促使中
國在高階芯片製造設備領域，成功研發出
自己的技術。

美官員訪荷 就對華芯片問題向ASML施壓

香港文匯報訊 在荷蘭芯片生產設備巨擘
ASML（阿斯麥）傳出計劃將總部搬離荷蘭
後，業界指ASML有意將總部遷往法國，不
過美媒傳出美國擬拉攏ASML搬到美國，可
以更牢固地控制這家重要的光刻機企業。
ASML有意搬離荷蘭是基於兩方面考慮，

一方面是荷蘭可能修改移民政策，對於
ASML這家大量使用外國技術人才的企業相
當不利，令ASML擔憂未來可能難以招募足
夠人才。另一方面則是市場，近年ASML屢

受美國影響，美國要求它不要售賣先進光刻
機給中國芯片企業，由於荷蘭自身相對弱
小，ASML一直都只能遵從，這讓ASML從
中國市場獲得的收入屢受影響，2022年第一
季中國市場為ASML貢獻三分之一收入，
2022年下半年美國不准ASML對中國出售
14納米以下的光刻機，中國市場為ASML貢
獻的收入佔比降至10%。
為吸引ASML留下，荷蘭政府啟動名為
「貝多芬行動」的項目，開出25億歐元

（約212億港元）的獎勵計劃，並表示願意
修改法律，務求將ASML留在荷蘭。
據美媒報道，美國正進行一項名為「翻
滾貝多芬」的秘密行動，以說服ASML搬
到美國，措施包括美國商務部保證將對華
出口限制，降至與其他美國設備製造商目
前享有的水平，而不像ASML目前在荷蘭
遭到較嚴格的限制。此外，作為一家總部
位於美國的公司，ASML將更容易獲得數
十億美元的芯片補貼撥款。

ASML有意遷離荷 美極力拉攏

香港文匯報訊 德國總理朔
爾茨將於4月中訪問中國，當
地經濟界正密切關注。德國
《商報》稱，德企高層對於同機
訪華的代表團席次競爭非常激
烈。隨着行程的最終確定，名
單中還會有更多人加入。 美媒
表示，德國頂尖企業高層紛紛
不顧「去風險」的聲音，加入朔
爾茨的中國之行，凸顯中國作
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
有德國企業界人士表示，與中
國「脫鈎」是不切實際的，並認
為最大的風險反而來自「脫離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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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總理朔爾茨
4月中訪問中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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