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南半球渐入深秋，牛群在广袤

的潘帕斯草原漫步觅食。“潘帕斯”源于

印第安克丘亚语，意为“没有树木的大草

原”。这里日照充足，草类茂盛，畜牧业

发达，是阿根廷大型牧场的家园。

长期以来，阿根廷牛肉除了满足国内

消费外，主要销往欧洲和美国。但最近面

对美国关税政策压力以及中国市场的巨大

潜力，一些阿根廷牧场企业开始将目光投

向大洋彼岸的中国。

记者日前来到位于潘帕斯草原腹地的

莱因迪亚纳牧场，这是一家拥有近百年历

史的牧业企业，在超过 6000 公顷的牧场

上专注于养殖安格斯牛。记者看到牛栏中

百余头安格斯牛正在休息，当有人靠近

时，牛群受到惊吓突然跑开，扬起阵阵尘

土；而当投食车驶来时，牛群又会聚集到

食槽附近等待进食。

在牧场的另一端，大群的安格斯牛在

草场上自由放养，几位高乔人骑着马引导

牛群从一处草场向另一处草场迁徙。在牧

场工作了近 20 年的尼科·比嫩特对记者

说，他们仍然坚持用马匹而不是摩托车等

现代化工具放牧，“因为牛群更容易接受

马匹，用马匹放牧也有助于保护草地”。

“20 世纪 20 年代，我的祖父从意大利

来到阿根廷，开始经营农场和农业。”莱

因迪亚纳牧场董事长埃塞基耶尔·内尔维

告诉记者，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企业如今

已基本覆盖包括饲料种植、基因育种、饲

养、牛肉加工和出口在内的全产业链。

“对于当时的欧洲人而言，阿根廷是

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内尔维说，“今天

我们认为中国孕育着巨大的机遇。中国地

域广阔，对高品质牛肉有着巨大需求，中

国市场将会为阿根廷农牧业开启一个新的

时代。”

据内尔维介绍，他们 2024 年初启动进

入中国市场计划，对市场前景充满信心。

“中国和阿根廷拥有截然不同的文化，我们

需要了解和接受对方的思维方式和市场运

作模式。整个 2024 年，我们从中国市场学

到了很多，今年我们更有信心。”

5 月 19 日至 21 日，莱因迪亚纳牧场

将赴中国参加 2025 西雅国际食品和饮料

展览会 （上海）。“我们针对中国消费者定

制了高端牛肉产品，它们将被直接从农场

运送到上海的餐桌。”内尔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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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政府重振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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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充满机遇的中国市场
——阿根廷牧场推进出口多元化应对美关税冲击

新华社记者 张 铎 孟鼎博

近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

“警告业界使用中国先进计算机芯

片 ，包 括 特 定 华 为 昇 腾 芯 片 的 风

险”。这是美方对中国芯片和人工

智能产业的又一次恶意打压，是其

一贯将技术问题政治化、安全化的

延续，更是对全球科技生态的粗暴

破坏和系统性干扰。

近年来，美国利用其缺乏国际

法依据的长臂管辖体系，频繁对中

国科技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和制裁，

且动作步步升级、范围日益扩大。

在人工智能这一新兴领域，美国动

辄挥舞“制裁大棒”，将正常产业合

作贴上“威胁国家安全”的政治标

签，将技术作为地缘博弈的工具，妄

图以此遏制中国科技进步、维护自

身技术霸权。

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中

国人工智能产业并未退缩，反而在

重压之下加速成长、强势突围。从

芯片到算法，从模型训练到应用生

态，中国人工智能产业链条持续完

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涌现出一批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企业。事实

充分证明，封锁与打压阻挡不了中

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步伐，只会激发

更强大的创新动力与发展韧性。

美方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打

压，并未如其所愿地遏制中国科技

崛起，反而导致美国企业利益受损，

并严重破坏全球科技创新生态和产

业合作体系。

中国市场对人工智能芯片的需

求正持续增长，美国企业原本可以

从中获得可观利润，以推动其研发

投入和技术迭代。然而，美方频繁

挥舞“制裁大棒”，滥施出口管制等

不当措施，致使美国企业痛失大量

市场机遇。

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技术革

命与产业变革的关键窗口期，其深

远影响不仅局限于经济发展，更关

乎国家治理能力、社会公共服务体

系和人类文明的整体跃迁。人工智

能 技 术 本 应 跨 越 国 界 、服 务 全 人

类。然而，美方罔顾国际社会的普

遍愿望和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以

“冷战”思维看待全球技术发展格

局，干扰人工智能技术正常交流，导

致全球技术标准趋于碎片化，跨国

科研项目推进受阻，技术进步基础

遭到破坏。

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技术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多极化、去中心化的世界发展格局正在

加速形成。美方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继续将技术当作维护霸权的政

治工具，不仅无益于巩固自身地位，反而会加速国际社会“去美化”进

程，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人工智能不应成为分裂

世界的工具，而应成为联结未来的桥梁。美方应早日摒弃零和博弈

的冷战思维，回归公平竞争的正道，与全球科技界一道，构建一个开

放、包容、互信、共享的人工智能未来。

近日，德国迎来新一届联邦政府。在

经历了 2024 年底联合政府崩溃和提前大

选后，由联盟党与社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

在新一任总理默茨的领导下正式上台。面

对德国经济连续多年的低迷表现，新政府

以重振经济为核心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改

革设想，旨在恢复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火车

头”的地位。

近年来，德国经济陷入结构性困境，昔

日的“欧洲经济引擎”光环逐渐褪色。2023

年和 2024 年，德国经济连续两年出现负增

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萎缩 0.3%和

0.2%。今年 4 月下旬，德国政府发布春季

经济预测报告，预计 2025 年德国经济零增

长，低于 1 月份预测的增长 0.3%，这意味着

德国可能面临连续 3 年的经济停滞。

德国经济低迷的原因复杂且多维。首

先，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能源危机对德国

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重创。乌克兰危机

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迫使德国调整能源

政策，高企的能源成本削弱了制造业的竞

争力。其次，工业部门表现不佳，汽车、化

工和机械制造等支柱产业的订单量持续下

降。最后，国内投资不足、劳动力短缺、数

字化转型滞后以及繁重的官僚程序等进一

步拖累了经济增长。

新一届政府上台时，德国还面临财政

约束与政治分歧的双重压力。2025 年联

邦预算谈判因“债务刹车”机制而一再推

迟，联盟党和社民党在财政政策上的分歧

使预算制定充满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德

国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低迷，消费意愿

疲软，企业投资谨慎。这些挑战为新政府

的经济振兴计划设定了高门槛。

为了重振经济，德国新一届政府提出

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一是推动减税与去官僚化。包括降低

企业所得税和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以刺

激投资和创新；减少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

特别是在建设项目和企业注册方面；计划

通过“去官僚化法案”迅速削减行政成本。

二是优化能源政策。包括推动能源市

场改革，降低工业用电成本；加速可再生能

源发展，同时短期内可能延长对部分传统

能源的使用，例如天然气等，以稳定能源价

格；优化能源转型政策，减少企业的额外成

本负担。

三是加强基础设施与气候保护投资。

包括设立 5000 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和气候

保护特别基金，用于交通、数字化和能源转

型项目；改革“债务刹车”机制，允许更多公

共投资，同时保持财政纪律；优先投资铁路

网、5G 网络和智能电网等关键领域，加速

数字化转型。

四是改革劳动力市场。吸引高技能移

民，通过简化签证程序和国际人才招聘政

策，填补技术岗位空缺；推动职业培训和再

教育项目，提升劳动力适应新经济需求的能

力；鼓励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参与，延长工作

年限，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造成的压力。

五是推动创新与数字化转型。包括增

加对研发的公共和私人投资，特别是在人

工智能、半导体和生物技术领域；支持初创

企业和科技公司发展，设立专项基金为创

新企业提供融资；推动“工业 4.0”战略，加

速制造业数字化。

六是加强国际合作。包括深化德法关

系，推动欧盟内部市场改革，降低贸易壁

垒；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通过外交

谈判维护德国企业利益；加强与拉美、东南

亚等新兴市场的经济联系，实现出口市场

多元化。

尽管新政府的经济振兴计划雄心勃

勃，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将面临多重挑战。

一方面，“债务刹车”机制限制了政府

的财政空间。尽管德国公布的 5000 亿欧

元基金财政方案为新增债务开了绿灯，但

联盟党和社民党在预算优先级上的分歧可

能导致政策执行受阻。此外，默茨在联邦

议院总理选举投票中仅以微弱优势当选，

其领导力可能受到质疑。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

治紧张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为德

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风险。尤其是欧

盟 内 部 的 分 歧 可 能 削 弱 德 国 的 国 际 竞

争力。

与此同时，由于德国经济已连续多年

低迷，选民对新政府的期望极高。如果短

期内无法取得明显成效，政府的公信力可

能受损，进而影响默茨和新政府的支持率。

新政府的经济振兴计划为德国经济注

入了新的希望，未来一段时间，德国能否重

塑其经济竞争力，主要取决于政策的执行

效率和外部环境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财政刺激和减税措施有

望提振企业信心，刺激投资和消费。德国

政府此前发布的春季经济预测报告指出，

2026 年德国经济可能将增长 1%。

从长期来看，德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

至关重要。数字化、绿色能源和劳动力市

场的改革需要持续投入和跨党派合作。如

果新政府能够平衡财政纪律与投资需求，

同时有效应对外部风险，德国有望在默茨

领导下重拾经济增长动能。

此外，新政府的外交努力也将影响德

国的经济前景。默茨承诺重建德国在欧洲

的领导地位，这不仅需要与欧盟伙伴的紧

密合作，也需要通过多边平台稳定全球贸

易环境。

近期，《中国—拉共体论坛第四

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和《中国—

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

动计划（2025—2027）》通过并发布，

向世界发出团结协作共迎挑战的“中

拉声音”，表明中拉不仅将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的实践成果转化为制度性

安排，更以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跨太

平洋合作范式。

中国携手拉美国家突破地理阻

隔，凝聚共同发展共识，在数字经济、

绿色转型等全球议题上形成价值共

鸣。推动战略互信转化为规则衔接，

促进经贸合作升级为治理协同，中拉

关系实现从资源互补向制度共建的

质变跃升，开辟了新型南南合作范

式。双方关系实现由互利伙伴向发

展共同体的跨越式转型，破除单边主

义、零和博弈桎梏，重构全球治理体

系。通过构建覆盖贸易便利化、技术

标准互认、产能合作等领域的制度框

架，彰显发展中国家自主设计合作规

则的战略能力。

立足发展新阶段，中拉亟待突破

地理边界束缚，推动制度创新与治理

协同。在培育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

新赛道新增长点的同时，积极构建规

则共商、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机制

化框架，以发展中国家实践重塑全球

治理体系。

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向软联

通升级。在完善港口、铁路等传统基

建的同时，重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标

准互认、跨境支付系统对接等制度性

基建。推动中拉电商平台数据互通、

物流网络共享，打造数字丝绸之路关

键节点。秘鲁钱凯港的智慧码头管

理系统、阿根廷锂矿区的无人运输网

络等示范项目，已展现出“硬基建数

字化、软基建实体化”的融合趋势。

下一步可建立中拉数字认证中心，统

一电子签名、数据加密等技术标准，

降低数字贸易制度性成本。

推动产业合作向价值链高端攀

升。建立中拉新兴产业合作园区，聚

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

形成研发—转化—应用的全链条合

作。创新投融资模式，探索主权财富

基金联合投资、跨境产业链金融等工

具，突破高技术产业合作中的资本瓶

颈。今后，可探索设立中拉技术转移

基金，支持联合实验室建设，促进中

国的应用创新优势与拉美的资源禀

赋深度结合。

强 化 多 边 协 调 的 机 制 化 建 设 。

凝聚世贸改革、气候融资等议题统一

立场，可以设立发展中国家政策协调

常设论坛。共建南南知识共享平台，

转 化 中 拉 合 作 经 验 为 全 球 公 共 产

品。制定数字货币监管区域标准，创

新绿色债券认证体系，打造国际规则

试验田。联合发起热带农业创新联

盟，构建种子研发至仓储物流全链条

协作体系，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危机。

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

合作架构正重构发展中国家互动范

式。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是探索全

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实践突破，更是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战略支点。

当太平洋两岸携手突破传统经贸框

架下的分工模式，必将激发世界经济

发展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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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今 年 44 月月 77 日 拍日 拍

摄 的摄 的 20252025 年 德 国 慕年 德 国 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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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月月 2929 日日，，在巴西圣在巴西圣

保罗州里贝朗普雷图市举保罗州里贝朗普雷图市举

行 的行 的 20252025 年 巴 西 农 业 科年 巴 西 农 业 科

技展上技展上，，一辆比亚迪皮卡一辆比亚迪皮卡

进行越野演示进行越野演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昊佺陈昊佺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