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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试图以“重振造船业”为名，对中国船舶征收高额港口停靠费这

一做法，不仅无法重振美国早已羸弱不堪的造船业，其农业、制造业和运

输业也将遭遇重大损失。政策一旦落地，全球供应链可能被迫割裂为不

同阵营，全球航运秩序也将被破坏，最终只会演变为一场没有赢家的“囚

徒困境”。

美“重振造船业”冲击全球航运
美国政府日前放出风声，试图以“重振

造船业”为名，对中国船舶征收高额港口停

靠费。此举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引起多方

批评反对，暴露出美国在全球产业竞争中

的战略焦虑与结构性矛盾，更将全球航运

推向系统性风险边缘。

当 地 时 间 3 月 24 日 和 26 日 ，美 国 贸

易 代 表 办 公 室 两 次 就 拟 对 中 国 海 事 、物

流、造船等领域采取的限制措施举行公开

听证会。其间，多位美国不同业界的代表

对所谓的“港口服务费”计划表达反对立

场。美国航运商会首席执行官梅特卡夫

表示，想要替代中国制造的船舶，不是“像

点 一 下 开 关 ”那 么 简 单 的 事 。 有 分 析 指

出，有关举措一旦落地，不仅无法重振美

国早已羸弱不堪的造船业，其农业、制造

业和运输业也将遭遇重大损失，更将直接

冲击全球航运网络，令全球供应链出现区

域化割裂的情况。

海运作为国际贸易的核心通道，其成

本与效率直接牵动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国

际航运公会（ICS）警告称，美方拟议的举

措将严重扰乱美国贸易并推高消费者价

格。有分析指出，目前数据显示拟议的费

用可能影响到停靠美国港口的绝大多数集

装箱船。这意味着政策一旦落地，可能引

发运费暴涨、航线重构、港口拥堵等连锁反

应。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全球供应链可能

被迫割裂为不同阵营，而最不发达国家将

成为最大受害者，特别是其食品进口价格

可能飙升。这种人为制造的航运壁垒，本

质上是将地缘博弈的代价转嫁给全球经

济，最终只会演变为一场没有赢家的“囚徒

困境”。

更大的危机在于对全球航运秩序的破

坏。美国此举打破了二战后建立的多边航

运秩序，将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公平竞

争原则置换为“长臂管辖”的霸权逻辑。地

中海航运、达飞海运等国际巨头已明确警

告，成本转嫁将推高全行业运费，最终由消

费者承担通胀压力。这种“美国生病、全球

吃药”的模式，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

境，更动摇了经济全球化赖以存续的信任

基石，全球物流网络或将面临船舶滞留、货

物延误、保险成本攀升等风险相互叠加的

严峻局面。

美国有些人认为，这项强硬政策有助

于“重振美国本土造船业”，然而在现实的

映衬下，重振美国造船业的意愿像是美丽

多彩但又不可触碰的肥皂泡。据美国媒

体 测 算 ，美 国 造 船 产 能 全 球 占 比 已 不 到

1%。同时，美国建造一艘集装箱船的成

本是他国同类船舶的数倍，且核心供应链

早已不复存在。相比之下，2024 年中国造

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

指标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55.7%、74.1%

和 63.1%。

美国政策制定者试图以行政命令对

抗市场规律并不是第一次，但却选择性无

视了此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引起的劳

动力断层、技术滞后与成本畸高等问题。

1920 年美国推出《琼斯法案》，强制要求美

国内河航运使用本土船舶，结果导致美国

内河航运被高价垄断，非但未能培育竞争

力，反而加速了产业空心化，并在此后出

台的《第二次商船法案》《1970 商船法案》

等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法案持续影响下，

美国商用造船业在“温室保护”中彻底丧

失了竞争力。同时，美国重振造船业的意

愿有可能加速其自身经济的“失血”。煤

炭、农产品等支柱产业首当其冲：出口商

因运输成本激增丧失价格优势，大豆、玉

米等农作物可能被巴西、阿根廷迅速取代

市场份额。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也

可能螺旋式上升。

值得庆幸的是，当前全球航运业并非

只有臣服于美国这一种选择。国际航运公

会的最新报告指出，航运企业为规避风险，

已将 16.4%的运力转向新航线。全球航运

业真正的产业生命力源于开放海域的自由

航行，而非人为设置的收费关卡。或许多

年以后回看，眼下的风波不过是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一个小小的闹剧罢了。

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报告显示

—
—

可再生能源需求增长加速

本报记者

王宝锟

近日，国际能源署发布《全球能源评

估》最新报告，针对 2024 年全球能源行

业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分析。报告系统

梳理了全球能源供需格局、新能源技术

应用态势，以及能源领域碳排放情况等

核心议题。

报告显示，2024 年全球能源需求同

比增长 2.2%，增速超过 2013 年至 2023 年

间 1.3%的年平均增长水平。在能源需

求增量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

体的需求增量仍占 80%。发达经济体的

能源需求在经历连续数年萎缩后呈现复

苏态势，实现了近 1%的正增长。

电 力 能 耗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持 续 攀

升。电力部门成为过去一年全球能源

需求加速增长的核心动力。报告显示，

2024 年全球电力消耗增长近 1100 太瓦

时，同比增长 4.3%，这相当于过去 10 年

平均年增长率的 2 倍。一方面，过去一

年全球创纪录的高温，导致众多国家和

地区用电制冷需求大涨；另一方面，工

业用电扩张、交通电气化加速，以及数

据中心与人工智能产业的高速发展，也

对电力需求形成了强力支撑。

可再生能源成为满足新增电力能源

需求增长的主力。2024 年，可再生能源

新增装机容量攀升至 700吉瓦左右，连续

第 22 年刷新纪录。在 2024 年全球发电

量增量中，80%是通过可再生能源与核能

满足的，两者合计占比首次突破 40%。

随着全球电力需求快速增长，可再

生能源、天然气、煤炭和核能的消耗量

均呈现上升态势。国际能源署署长法

提赫·比罗尔指出，电力消费的快速增

长正在带动整体能源需求上涨，其强劲

势头足以扭转发达经济体能源消耗连

年下滑的态势。2024 年所有主要能源

品种和技术需求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可再生能源增量贡献最

大，其次是天然气。太阳能、风能、核电及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弱

化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传统关联。

报 告 显 示 ，过 去 一 年 ，在 化 石 能 源 中 ，天 然 气 需 求 增 速 居 首

位。全球全年天然气消耗较上年增长了 1150 亿立方米，增幅达

2.7%，明显高于过去 10 年年均 750 亿立方米的增长水平。相较而

言，石油需求增速明显放缓，全球全年石油需求增幅仅为 0.8%，在

其全球能源需求中的占比首次跌破 30%。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电动汽车市场的持续活跃。2024 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

同比增长超 25%，这一结构性转变大大降低了化石原料用油增长，

使交通领域对石油的需求大幅下降。同时，2024 年全球煤炭需求

增速也降至 1%。

报告显示，清洁能源技术的加速推广有效抑制了 2024 年与能源

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一步减

弱。数据显示，2024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微增 0.8%，总量达

378 亿吨。自 2019 年以来，随着光伏发电、风电、核电、电动汽车及热

泵等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全球每年减排 26 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全

球排放总量的 7%。

比罗尔表示，从全球石油需求增速放缓、电动汽车加速渗透，

到电力角色强化及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持续脱钩，这些结构性转变

正重塑全球能源版图，清洁技术革命对传统能源体系的替代效应

日益显现。

中国的创新力量非常强大
——访礼来制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文睿

礼来中国日前宣布，在中国开设的首个创新加速平

台——礼来北京创新孵化器正式投入运营。在近日举

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5 年年会期间，礼来制药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文睿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国拥有充满活力和不断增长的生物技术初创企

业发展环境，中国的创新力量非常强大。中国在礼来全

球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持续攀升，有望在未来成为礼来全

球第二大市场。

2024 年，礼来中国区业务增长 9%，并在中国取得三

大重要药物进展：2 型糖尿病与长期体重管理药物替尔

泊肽（穆峰达）、套细胞淋巴瘤药物匹妥布替尼（捷帕力）

获批上市；阿尔茨海默病新药多奈单抗（记能达）获批并

即将正式推出惠及患者。戴文睿说，“长期以来，中国始

终是我们最重要的海外业务市场。中国巨大的人口基

础、优渥的创新环境、卓越的教育水平，以及对前沿科技

应用、创新药物的需求增长，都昭示了这一市场的巨大

增长潜力。对于未来在华长期发展，我们始终抱有坚定

的信心”。

目前，礼来与中国的合作涵盖了从研发、生产到商

业化的全价值链。礼来在中国有 3200 多名员工，预计

累计投资超 200 亿元人民币。借助不断增强的研发能

力，礼来中国已与千余家临床研究机构建立了紧密合作

关系，覆盖 30 多个疾病领域；在中国开展的临床研究已

全面融入公司全球临床研究项目。自 2018 年以来，礼

来已在中国获批 40 余款新药物和新适应症，20 多款新

药物和新适应症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

中国持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给跨国企业带来了新机遇。戴文睿谈

到，中国采用和拥抱新技术，通过监管改革帮助创新药

物快速进入中国市场，这样的环境对外资企业十分有

利。“中国在监管改革、对标国际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

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戴文睿表示，这些对全球创新者

和本土创新者都十分有益。

此次开设的礼来北京创新孵化器是礼来首次将创

新孵化平台拓展至美国以外的地区。谈及为何在北京

建设新的创新孵化器，戴文睿表示，北京有许多著名的

医科大学，培养了大批生物技术领域的优秀人才，拥有

培育新公司成长的优渥环境。“中国生物技术初创生态

充满活力，我们希望通过资源、技术和服务支持，与本土

企业共育全球健康解决方案。”

保加利亚抢占欧盟人工智能新高地
本报驻索非亚记者 蔡 淳

欧洲高性能计算联合体近日宣布，欧

盟新一批人工智能工厂的其中一家将落户

保加利亚。这个名为“BRAIN++”的项目

预计于 2026 年动工，由保加利亚索非亚科

技园区与计算机技术与人工智能研究所联

合建设。

保加利亚科技界对此表示欢迎，认为

这一举措不仅是欧盟推进技术自主化的重

要一步，也是保加利亚推动科创产业升级、

摆脱传统外包模式的重要尝试。

欧盟委员会表示，人工智能工厂整合

了计算能力、数据和人才，致力于打造最前

沿的生成式大模型，是推动人工智能创新

与应用的核心枢纽。为了加深保加利亚民

众对项目的理解，保加利亚媒体介绍，“就

像传统制造工厂加工原材料一样，人工智

能工厂依托图形处理器（GPU）、数据处理

单元（DPU）和专用硬件，通过运行复杂算

法处理海量数据，满足大规模训练和推理

的高强度需求，可以提升大模型的精准度

和效率”。

据 了 解 ，“BRAIN ++ ”工 厂 将 斥 资

7000 万欧元，用于构建全新的模块化计算

系统。索非亚科技园监事会主席彼得·斯

塔 特 夫 介 绍 ，

“BRAIN ++ ”工 厂

将助力保加利亚科学界和

产业界在机器人设计、太空观测

等领域的探索。以机器人开发为例，

虽然工厂本身并不制造机器人，但能通过

算法、软件等方面研究，结合机械、电子技

术，使机器人更便于使用、更智能、更加符

合用户需求。太空观测方面，保加利亚首

台射电望远镜“LOFAR-BG”计划于本年

度正式投入运行，这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

天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意味着保加利亚

天文观测能力将迎来重大升级。届时，依

托“BRAIN++”强大的计算能力，研究团

队可实现原始观测数据高效数据处理，为

解密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宇宙难题提

供关键支撑。此外，“BRAIN++”还能更

快、更实时地处理卫星图像，这些图像可

用于自然灾害应对、农业灌溉效率提升以

及土地管理等战略决策。

尽管这一项目有望成为保加利亚人工

智能领域的重要突破，但要真正发挥其潜

力，仍需面对一些挑战。

一方面是高耗能压力。与传统数据

中 心 相 比 ，人 工 智 能 工 厂 的 计 算 基 础 设

施对能源需求极为庞大。在常规数据中

心 ，每 个 服 务 器 机 架 的 功 率 为 5 千 瓦 至

10 千瓦，但人工智能计算集群的功率通

常超过 50 千瓦，而人工智能工厂的能耗

更 高 。 如 何 确 保 稳 定 电 力 供 应、降 低 运

营成本，将成为“BRAIN++”工厂运行的

关键挑战。

与 此 同 时 ，供 应 链 风 险 同 样 不 容 小

觑。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导

致芯片采购成本上升，甚至面临技术出口

管制风险。如何确保关键硬件供应链的

稳 定 性 ，是 项 目 长 期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重 要

课题。

保加利亚国民议会电子政务和信息技

术委员会副主席伊万·佩特科夫在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欧盟决定在保加

利亚建设“BRAIN++”项目，充分证明了

该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潜力得到了国际

认可。

佩特科夫认为，保加利亚能够在众多

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五大关键

优势：一是强大的信息技术生态系统；二

是拥有大量高水平的工程师、开发人员和

科学家，这些人才已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

卓越的技术实力；三是相较于其他欧盟国

家，运营成本更具竞争力；四是拥有优越

的地理位置和物流网络，使其对国际合作

伙伴更具吸引力；五是政府机构和学术界

的积极支持，为科技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

策环境。

在佩特科夫看来，“BRAIN++”工厂

的建设将为保加利亚带来多重利好，不仅

能创造高技能就业岗位，还将加速技术转

移，推动本土初创企业的发展，使保加利亚

跻身欧洲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此外，该

项目还有助于留住本国优秀人才，并吸引

部分在海外发展的专家回流，为国家科技

实力的提升提供新动力。

佩特科夫强调，政府和议会在推动人

工智能技术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他指出，政府的支持不仅可以体现在

促进战略性公私合作上，还应通过一系列

具体政策措施，包括优化教育和科研体系、

为创新型企业提供税收及行政优惠等。同

时，他呼吁立法机构应提供稳定、可预测的

投资环境，以确保此类高科技项目能够长

期稳健发展。 本版编辑 刘 畅 美 编 高 妍

□ 本报记者 周明阳

图为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的城市风光。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