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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数读G
200万人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报告

显示，1970年至2021年间，全球各地报告的极

端天气、气候和水相关事件引发的灾害达

11778起，导致超过2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高

达 4.3万亿美元。报告显示，90%以上的死亡

人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超过60%的经济损失

由发达经济体报告。

1244起

法国医师公会全国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报

告显示，2022 年法国针对医生的暴力事件达

1244起，比2021年增加了23%，达到过去20年

最高水平。根据报告，在遭受袭击的医生中，

全科医生占比71%，精神科、妇科、眼科等专科

医生占比 29%。56%的暴力行为发生在城市

中心，21%发生在乡村地区，19%发生在城市郊

区。报告还提到，61%的医生在遭遇暴力后没

有报案或寻求援助。

4820万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5月23日表示，截至4

月 1日，西班牙常住人口达到近 4820万，这是

该国有相关记录以来常住人口数量首次突破

4800万。西班牙国家统计局预计，今年西班牙

常住人口将增加约 59万。该机构认为，西班

牙常住人口的增长与移民人数增加不无关系：

今年第一季度，西班牙移民数量增加近15万，

使得该国移民总数超过620万。 （郭济 辑）

“亲信丑闻”
震荡德国政坛

毕振山

由于卷入一场“亲信丑闻”，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

护部部长哈贝克近日面临辞职压力。

德国一家民调机构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大约 50%的受

访者要求哈贝克为这场丑闻承担责任并辞职，只有 28%的人

希望他留任。在政客支持率排行榜中，哈贝克也下降到第

16 位。

据德国媒体报道，这场丑闻与德国经济部的国务秘书

帕特里克·格莱兴有关。格莱兴有一个好友名叫谢弗尔，

此人担任过格莱兴的伴郎。今年 4 月，格莱兴投票支持谢

弗尔出任德国能源署的首席代表，但格莱兴并没有向哈贝

克说明他和谢弗尔的关系。此事曝出后，谢弗尔被迫主动

辞职。

除此之外，格莱兴还被曝向其姐姐所在的机构违规提供

60万欧元的资助。他的博士论文也被指责存在抄袭。

作为哈贝克任命的国务秘书，格莱兴被认为是哈贝克

“最重要、最有权势的顾问”。正因如此，哈贝克最初为格莱

兴辩护，认为他不必因上述丑闻离职。但在外界压力下，哈

贝克还是“丢卒保车”，说服格莱兴辞职。

除了卷入格莱兴的丑闻，哈贝克此前的一些言论也曾引

起争议。

在德国联邦议会召集全国旅游业代表举行的一场会议

上，哈贝克说他今年绝不会坐飞机去度假。他还说，与其去

加重气候保护的负担，不如待在家乡。这让亟待恢复的旅游

业从业者非常不满，有人直言“这是一场滑稽的活动”。

德国联邦统计局 5 月初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 3 月工业

订单环比下降了 10.7%，为 2020 年 4 月以来环比最大降幅。

而哈贝克领导的经济部，4 月底刚刚预测德国经济今年将增

长 0.4%，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德国 2023 年经济将萎缩

0.1%的预测相反。德国有经济学家因此表示，0.4%的预测

“看起来够蠢”。

现年 53 岁的哈贝克曾长期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州任职，2018 年与贝尔伯克一起当选为德国绿党联合主

席。2021 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绿党得票率排名第三，后

来与排名第一的社民党、排名第四的自民党联合组阁。哈

贝克出任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部长，贝尔伯克出任

外交部长。

绿党提倡和平、重视气候政策和环境保护，近些年支

持 率 持 续 走 高 ，尤 其 受 到 关 注 气 候 问 题 的 年 轻 人 欢 迎 。

2021 年以来，绿党以及哈贝克、贝尔伯克的支持率长期位

于前列。

但是随着任职时间延长，绿党缺乏执政经验的短板逐渐

暴露，哈贝克和贝尔伯克的一些言论屡屡引发争议。例如去

年能源危机时哈贝克就曾建议德国人尽量别洗澡，贝尔伯克

今年 1月则一度声称德国在“与俄罗斯交战”。

绿党的一些政策尤其引人关注。俄乌冲突爆发后，绿

党不顾其提倡和平的宗旨，主张德国大力援助乌克兰。在

减少进口俄罗斯能源的同时，绿党仍然坚持在今年 4 月关

停了德国最后三家核电站，而民调显示超过一半人反对这

一举措。此外，绿党提出的逐步淘汰燃油车、从 2024 年开

始禁止安装石油和天然气供暖设备等计划，都在社会上引

发争议。

受此影响，绿党的支持率近来也出现下滑，从去年一

度高达 22%，下降到现在的大约 14%。而德国选择党的支

持率已经超越绿党，使后者沦为第四大党。在 5 月初举行

的不来梅州议会选举中，绿党就遭遇惨败，支持率大减至

11.9%。

有分析人士指出，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被美国裹挟进

冲突之中，其外交政策越来越脱离默克尔时期的实用主义。

德国经济目前面临衰退风险，能源政策又处于转型的关键时

期，在联邦政府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绿党将发挥何种作用，很

大程度上会影响德国的未来。面对国内外质疑，哈贝克和贝

尔伯克等人，今后恐怕需要三思而后行了。

梁凡

近日，欧盟与美国科技巨头之间的“战

争”再次爆发。先是“脸书”母公司、美国科

技巨头“元公司”收到欧盟高达 12亿欧元（约

合人民币 91 亿元）的天价罚单，紧接着另一

家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又遭欧盟委员会

上诉，要求其补缴创纪录的 130亿欧元（约合

人民币 987亿元）税款……

一

当地时间 5 月 23 日，欧盟监管机构宣

布，因美国科技巨头元公司将欧盟用户数据

传输到美国，违反了欧盟数据保护规定，对

其处以 12 亿欧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其在 5 个

月内停止向美国传输欧盟用户数据。

据悉，这是自 2018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生效以来，欧盟监管机构开出的金额最

高的一笔罚单。2021 年，美国电商巨头亚马

逊因违反该条例规定，被处罚款 7.46亿欧元。

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娅·耶

利内克说，元公司向美国传输欧洲用户数据

的做法具有“系统性、持续性”，违规程度“非

常严重”。

美联社报道称，停止向美国传输用户数

据的要求适用于元公司和其他科技巨头用

于定向广告的用户数据，如姓名、电子邮件

地址、消息、浏览历史和其他信息等。

对于欧盟的这一处罚，元公司表示该决

定可能会对每天使用脸书的欧盟用户造成

伤害，其将对包括“无理和不必要的罚款”在

内的裁决提出上诉，并立即寻求法院暂缓执

行命令。

元公司还表示，这项裁决与公司的隐私

做法无关，而是美国政府的数据访问规则与

欧洲的隐私权之间存在根本的法律冲突。

去年 2 月，元公司在其提交给美国证交会的

报表中称，如果不能在有法律保证的情况下

将用户数据传送回美国，将把脸书等旗下产

品从欧盟地区撤出。

目前，欧盟和美国正在谈判一项新的数

据共享协议，该协议将为元公司和数十家其

他公司继续在美国和欧洲之间传输信息提

供法律保护，初步协议已于去年宣布。

二

就在元公司面临巨额罚单的同时，另一

家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也正因税金和垄

断等问题而被欧盟监管机构“盯上”。

当地时间 23日，欧盟委员会向欧盟最高

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推翻欧盟普通法院的裁

决，寻求让苹果公司补缴创纪录的 130 亿欧

元税款。

这场官司还要追溯到 2016 年。欧盟委

员会当时认定，苹果公司 20多年来利用与爱

尔兰政府达成的税收协定大肆逃税，例如在

2014 年苹果缴纳的税率仅 0.005%。但欧盟

的这一说法在 2020年被欧盟普通法院驳回，

其针对苹果公司的相关要求也被判定无效。

据了解，此案的核心是关于“价值在哪

里创造”以及“应该在哪里征税”的问题。爱

尔兰是欧盟企业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是苹

果公司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总部。欧盟委

员会认为，爱尔兰允许苹果将其几乎所有欧

盟范围内的收入，尽归于其爱尔兰总部，从

而避免对欧盟收入征税，这构成了爱尔兰政

府向苹果公司提供的“非法援助”。

在这场税务官司之外，欧盟还在一件看

似不起眼的“小事”上对苹果公司说了“狠话”。

据德国《时代周报》报道，苹果公司日前

收到来自欧盟的警告，欧盟称如果苹果公司

限制第三方配件的充电速度，将禁止苹果在

欧盟境内销售智能手机。

据报道，欧洲议会去年 10月通过一项新

规，要求从 2024年底开始，所有手机、平板电

脑等便携智能设备新机都使用 USB Type-C
的充电接口。而苹果公司旗下的手机、平板

电脑等产品所使用的，是其独有的 Lightning
接口，且此前有消息称，苹果计划限制第三

方数据线的充电、数据传输速度，以维护其

配件销售利润及产品生态的完整性。

三

上述两个接连发生的个案，实则是近年

来欧洲加大数字网络行业监管，尤其是对美

国科技巨头频频“亮剑”的缩影。

元公司遭遇的罚款，属于“施姆雷斯系

列诉讼”。早在 2013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前

承包商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美国安全机构的

电子监控后，奥地利律师马克斯·施雷姆斯

开始就“脸书”对其数据的处理提起隐私诉

讼。他此前还起诉过包括谷歌在内的其他

美国科技公司，认为将欧盟公民数据传输到

美国的框架并未保护欧洲人的隐私安全。

美国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的触角遍布

全球，这也带来跨国、跨地区个人数据流动

和监管的多重问题。欧盟议会和欧盟数据

保护委员会都对此前美方提出的数据隐私

框架持怀疑态度，并指出美国的监控法律存

在问题。

不久前被披露的一份欧盟文件草案显

示，亚马逊、谷歌、微软和其它希望获得欧盟

网络安全标签以处理敏感数据的非欧盟云

服务提供商，只能通过与总部位于欧盟的企

业合作。这份文件提出，参与合资企业的美

国科技公司只能持有少数股权，且有权访问

欧盟数据的员工必须经过特定的筛选，且必

须位于欧盟。

其实，在欧盟监管机构对美国科技巨头

一再“敲打”的背后，也潜藏了欧盟及欧盟国

家试图维护地区“数字主权”，以及建设“经

济与技术主权”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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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春豪

当地时间 5 月 21 日，印度总理莫迪出访

巴布亚新几内亚，并与南太平洋岛国共同召

开第三届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这是

印度总理首次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也是印

度时隔 8 年后重启与南太岛国的峰会，受到

各方广泛关注。

特别是，在近年来美国、日本、澳大利

亚等国纷纷将南太岛国纳入各自“印太战

略”、持续加强战略投入的背景下，印度总

理莫迪刚刚结束美日印澳四边峰会后立即

出访南太，被普遍认为释放了特殊的战略

信号。

因此，外界有舆论称莫迪此行“具有开创

性意义”，“表明印度加入到南太这一地缘政

治战场”，更有舆论认为印度“将与中国争夺

在南太岛国的影响力”。

那么，自 2015 年召开第二届印度-太平

洋岛国合作论坛后，印度高调重启论坛的意

图何在？从印度近年来对外战略布局来看，

其加强经略南太至少有三重目的。

一是“借船出海”，加强与美日澳等国的

战略协同。

近年来，随着美持续推进“印太战略”、推

行全地域全领域对华战略竞争，南太岛国日

益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地区。

2022 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政府间

安全合作协议框架，刺激美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加强对南太岛国的施压和拉拢。2022

年 9 月，美国召开首届美国-太平洋岛国峰

会，出台首份针对太平洋岛国的战略《美国的

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提出在海域态势感

知、打击非法捕鱼等方面加强与南太岛国的

合作。

在 美 国 的 战 略 诱 导 下 ，日 本 、澳 大 利

亚、印度等国自然也“顺势而为”，将南太地

区纳入本国“印太战略”框架，并积极推进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涉南太岛国合作倡议

的落地。

就在莫迪到访巴新的前一天，美日印澳

召开四边峰会，强调相互支持各国与南太岛

国的现有合作机制，并进一步加强在海域态

势感知、应对气候变化、打击非法捕鱼等领域

的协作。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拜登虽然临时

取消出访南太，但国务卿布林肯与莫迪同期

抵达巴新，并在 5 月 22 日与巴新签署国防合

作协定，这绝非巧合。

二是“搭台唱戏”，提高印度在全球治理

领域的地位。

近年来，印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抛出

“印度倡议”“印度方案”。比如，在海洋治理

领域，印度提出了“印太海洋倡议”，法国、澳

大利亚、日本等国都相继参与；在气候变化领

域，印度发起了国际太阳能联盟（ISA）和抗灾

基础设施联盟（CDRI）。

印度与南太岛国在气候变化领域业已开

展过一些合作，比如 2014 年首届印度-太平

洋岛国合作论坛，印度提议设立应对气候变

化的专项基金；2021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

斯哥大会上，印度、澳大利亚与部分小岛国家

发起“岛国基础设施韧性”计划，向南太岛国

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

和技术支持。

此次访问中，莫迪抓住南太岛国的海洋

国家和气候脆弱国家特性，积极推进海洋与

气候变化领域合作，启动位于斐济的“可持续

沿海与海洋研究所”，邀请所有南太岛国加入

太阳能联盟和抗灾基础设施联盟，以提高印

度在全球治理事务中的地位。

三是“结交朋友”，塑造“全球南方”领头

羊的形象。

近年来，印度着力将自己打造成对接美

西方、代表发展中国家的“西南方国家”。

2023年 1月，印度举行首届“全球南方之声峰

会”，旨在“将全球南方的声音带到二十国集

团峰会上”，试图借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之

机，将自身塑造成发展中国家代言人和领头

羊的角色。

南太岛国共有 14个国家加入印度-太平

洋岛国合作论坛，且全部都是发展中国家，是

“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巴新、汤加、所罗门

等大多数南太岛国曾派代表参加“全球南方

之声峰会”。

莫迪此次访问侧重“发展”议题，会晤了

接受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培训”支持的人

员，抛出深化与南太岛国合作的 12项行动计

划，涵盖教育、体育、科技、医疗、瑜伽中心等

多个领域，突出强调印度在帮助南太岛国解

决发展问题中的作用。

莫迪在讲话中还特意强调，印度不仅将

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维护“全球南方”利益，

而且已经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代表“全球南方”

发声，俨然以“全球南方”领头羊自居。

当然，印度经略南太岛国也存在不少短

板，包括：缺乏经略南太岛国的战略持续性

（从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中断 8年可见

一斑）；与南太岛国的经贸与人文往来仍不够

紧密等。

在短时间内，无论从政治影响力还是经

贸密切程度来看，印度都很难对中国与南太

岛国的合作构成实质性竞争，相反中印在帮

助南太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发展蓝色经济方

面甚至有不少合作空间。

但需要警惕的是，在美国的战略诱拉下，

印度可能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协调步

调，在海域态势感知、海洋生态保护、可持续

渔业等问题上向中国发难，成为中国在南太

地区维护和拓展利益的新挑战。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

研究所执行所长）

加强布局南太岛国，印度图谋“一箭三雕”

管窥天下G

阅 读 提 示

在近年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将南太岛国纳入各自“印太战略”、持续加

强战略投入的背景下，外界有舆论称莫迪此行“具有开创性意义”，“表明印度加入到南

太这一地缘政治战场”，更有舆论认为印度“将与中国争夺在南太岛国的影响力”。

雅万高铁开始联调联试

美国尤瓦尔迪：悼念校园枪击遇害者

当地时间5月24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小城尤瓦尔迪的
广场上，人们悼念校园枪击遇害者。

当日是美国尤瓦尔迪大规模校园枪击事件一周年。2022
年 5月 24日，19名学生和2名教师在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枪
击事件中遇难。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切尔西花展绽放伦敦
拥有百年历史的世界著名花展——皇家园艺学会切尔西

花展将于当地时间 5月 23日至 27日在英国伦敦举行。切尔
西花展由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主办，是英国最盛大也是全球最
著名的园艺博览会之一。图为近日人们在英国伦敦参加切尔
西花展媒体日。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日前开始联调联试，标志着雅万高铁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为全
线开通运营奠定基础。图为行驶在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沿线的雅万高铁综合检测列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