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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点

观 察 ObservationObservation

风向标

在本届世界港口大会
的主题讨论中，“数字
化”和“绿色发展”被
视为未来全球港口发
展的关键词。与会代
表普遍认为，面对复
杂的全球贸易和经济
发展态势，需要引入
更多的创新要素，实
现更高层次的互通、
共享，而这些“创新要
素”与“中国要素”高
度重合。

港口合作：从货通全球到服务全球
在2019年世界港口大会上，全球港口的建设者和运营者对“中国方案”

“中国要素”“中国智慧”寄予更多期望

美单边制裁加剧矛盾 美欧关系更加紧张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哪里来

巴菲特看好中国市场

□ 许 缘 邓仙来 杨承霖

2019年伯克希尔—哈撒

韦公司股东大会5月4日在美

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落下

帷幕。在近6个小时里，伯克

希尔—哈撒韦董事会主席沃

伦·巴菲特和他的投资搭档、

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查理·芒格

回答了全球股东提出的各种问

题，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的投

资领域。他们表示将大举进军

能源领域，并有可能在中国进

行更大规模投资。

大举进军能源领域

近期，美国能源巨头动作

频频。据新华社消息，在股东

大会上，巴菲特表示，伯克希

尔—哈撒韦拥有大规模现金，

一直在寻找好的投资机会，他很

看好二叠纪盆地页岩油气资

源，这是公司斥巨资帮助西方

石油竞标的原因。

巴菲特还表示，对西方石

油的支持不会是他最后一次进

行类似金融交易，他将在能源

领域投入大量资金。

或增加科技股投资

股东大会召开前夕，巴菲

特表示，伯克希尔—哈撒韦已

买入亚马逊公司股票。亚马逊

是全球最大在线零售商，也是

云计算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芒格表示，他和巴菲特都

没有抓住互联网发展机遇，未

能更好识别并投资谷歌公司，

“这非常遗憾”。巴菲特则表

示，他支持苹果公司的股票回

购计划，因为这将增加伯克希

尔—哈撒韦的持股价值。

加大中国市场投资

巴菲特一直关注中国市场，

并在多个场合表示看好中国机

遇。他重仓持股中国汽车品牌

比亚迪，同时还投资了中石油。

在回答股东提问时，巴菲特

表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我们喜欢大市场”。他表示，

伯克希尔—哈撒韦已在中国投

入很多，但仍然不够。未来15

年内，公司可能会在中国市场

进行更大规模投资。芒格也表

示，公司将在中国投入更多。

继任者仍存疑云

眼下，巴菲特年近89岁，

芒格已95岁。很多人猜测，这

可能是两位老人最后一次共同

主持股东大会。伯克希尔—哈

撒韦接班人问题备受关注，也

是每年股东大会的热门话题。

今年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和芒

格依旧选择回避这一问题，继

任者仍是未知数。

外界猜测，伯克希尔—哈

撒韦的两位新晋董事会副主席

格雷格·阿贝尔和阿吉特·贾殷

是最有可能接替巴菲特的人

选。今年股东大会上，阿贝尔

和贾殷被巴菲特点名回答了不

少问题。

□ 刘品然 刘 晨 朱东阳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莫盖里尼以及法国、德

国、英国三国外长 5月 4日发

表联合声明，对美国不再向进

口伊朗原油的部分国家和地

区给予制裁豁免表示遗憾和

担忧。此前，欧盟还批评美国

加强对古巴制裁的行动违反

国际法，宣布将采取措施保护

欧洲企业的利益。

分析人士认为，美欧在伊

朗和古巴等问题上的矛盾日

益明显，反映出美方利己主

义、单边主义的相关做法不得

人心，跨大西洋关系面临越来

越严峻的考验。

针锋相对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

美欧在气候变化、贸易关税、军

费分摊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重

大分歧，导致双方裂痕不断扩

大。而近来美欧在伊朗和古巴

问题上的对立，进一步反映了

跨大西洋关系趋冷的势头。

从 5 月 2 日起，美国不再

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

朗石油的制裁豁免，以全面禁

止伊朗石油出口。5月 3日，

美国还宣布将强化对伊朗核

活动的限制。

欧盟及法德英5月4日发

表联合声明指出，取消有关制

裁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

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益于伊朗

与外部的经贸关系，也有助于

保障伊朗民众生活。欧盟和

法德英对美国重启对伊制裁

“深表遗憾”。

在古巴问题上，美欧同样

陷入对立。美国政府从5月2

日起激活搁置23年的“赫尔姆

斯—伯顿法”第三条。根据该

条款，若古巴裔美国人的资产

在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遭

没收，他们可以起诉使用那些

资产的古巴实体以及与这些实

体有经贸往来的第三国企业。

欧盟方面随后发表声明，

对美方激活“赫尔姆斯—伯顿

法”第三条“深表遗憾”。欧盟

认为，美方在境外单方面采取

限制措施，违反了国际法，将破

坏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信

任。法国外交部也公开批评美

国，称在其司法管辖范围以外

使用单边限制措施的做法违反

了国际法。

对于美国“长臂管辖”的霸

道做法，欧洲方面不仅在言辞

上激烈批驳，还准备采取实际

行动进行抵制。

在伊朗问题上，欧盟和法

德英表示，将继续与其他欧洲

伙伴共同努力，维护对伊合法

贸易，包括利用“贸易往来支持

工具”（INSTEX）结算机制帮助

欧洲企业绕过美国制裁。

在古巴问题上，莫盖里尼

说，欧盟方面将采取一切相应

措施，包括向世界贸易组织起

诉美方或动用一项欧盟法案，

保护欧洲企业不受美国“赫尔

姆斯—伯顿法”第三条影响。

法国外交部表示，利益受损的

欧洲企业和侨民可以根据欧盟

成员国司法管辖权对美国相关

个人、企业和代表提起诉讼，要

求赔偿。

渐行渐远

分析人士认为，欧洲与美

国在伊朗和古巴问题上针锋相

对，主要有三点原因。

从经济上看，欧洲国家在

伊朗和古巴的利益将因美方制

裁而受到影响。例如，一些欧

洲国家在伊朗的能源业和古巴

的旅游业等领域有较多投资，

它们担心美方制裁将使本国公

民或企业受到牵连。

从政治上看，美国升级对

伊朗制裁可能会令中东形势更

加复杂，加剧其动荡，从而令欧

洲面临更大的难民和移民压

力，甚至导致欧洲民粹主义势

力进一步抬头。

从美欧关系看，美国毫不

顾及盟友利益和国际法的单边

主义立场让欧洲越来越感到不

安，而加强对伊朗和古巴的制

裁正是“美国优先”理念的实际

表现之一。欧洲在伊朗和古巴

问题上对美国的公开抵制，其

实也是就跨大西洋关系的稳定

性向美国传递信号。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

洲中心学者科尼柳斯·阿德巴

尔认为，历史上，美欧在伊朗问

题上就一直存在矛盾。美国希

望用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等高

压手段迫使伊朗屈服，甚至实

现伊朗的“政权更迭”。然而，

在欧洲国家中，虽然英法对伊

朗立场相对强硬，但德国和意

大利都拒绝“妖魔化”伊朗。欧

洲国家也认为伊朗对中东地区

稳定和欧洲的安全利益构成挑

战，但它们不希望通过将伊朗

政权“非法化”的方式来解决这

些挑战。

此外，阿德巴尔说，欧洲

方面还认为，除了不计后果对

伊朗实施高压政策和“等待伊

朗政权崩溃”外，美国并没有

一个完整的计划来解决伊朗

问题。

在古巴问题上，智库新美

国安全中心专家约翰·休斯指

出，特朗普政府的最新制裁行

动使得欧洲国家非常不满，这

将给跨大西洋关系增添新的不

和因素。

但休斯认为，特朗普政府

中的一些关键人物支持对古巴

采取强硬政策，他们相信对古

巴施压有助于实现美国在拉美

地区的其他政策目标，例如影

响委内瑞拉局势，这些关键人

物在古巴问题上恐怕不会退

让，哪怕这会导致美欧关系更

加紧张。

□ 韩 冰

近来，海外接连传来看好

中国经济的声音：“股神”巴菲

特公开表示，未来会加大在中

国投资；德国媒体报道，大众、

宝马、戴姆勒等三大德国车企

一致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国际

商业地产服务和投资机构世邦

魏理仕发布报告说，中国内地

今年首次成为亚太区跨境地产

投资首选目的地……在这些声

音中，世界对中国经济行稳致

远的信心清晰可见。

世界的信心来自中国经济

企稳向好的定力。今年以来，

中国经济在压力挑战下实现平

稳开局，第一季度经济增速高

于预期，多项经济指标持续回

暖。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

国实际使用外资1383亿美元，

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年新

设外资企业超过 6 万家，增长

69.8%。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发布的最新报告中，中国成为

唯一被上调今年增长预期的主

要经济体。彭博社感慨：中国

经济表现越来越好，“看好中国

的人士迎来了春天”。

世界的信心来自中国经济

蓬勃不息的活力。在国际社会

眼里，中国经济本就具备独特

的底气：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

充满“令人难以想象”的商机。

用巴菲特的话说，中国是个大

市场，“我们喜欢大市场”。近

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不断优化

结构，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日

益增强，中国经济的底气变得

更足。俄罗斯《独立报》指出，

中国倚重内需完全符合本国的

长期发展战略，靠内需拉动经

济的方式值得借鉴。美国和德

国的一些媒体还注意到，科技

创新正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的新

动力，令中国经济的“增长故

事”更加吸引人。

世界的信心来自中国经济

寻求开放共赢的魅力。近年

来，从建设自贸区到举办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从出台外商

投资法到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

单，中国开放的步伐坚定有力，

令世界切实感受到中国机遇接

踵而来。英国《金融时报》说，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

放，“中国为全球资产管理公司

带来了利润丰厚的前景。”《华

尔街日报》撰文说，中国政府通

过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吸引海外

资本的决心，显示出外国投资

者看好中国市场。

同时，中国力推共建“一

带一路”，在世界范围内播撒

开 放 、合 作 、共 赢 理 念 的 种

子。拉美社说，“一带一路”建

设有助于提振停滞不前的全

球经济，随着这一倡议的推

进，“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是

可以实现的”。

世界的信心还源于中国经

济治理坚定果断的行动力。去

年底以来，中国决策层针对经

济下行压力，加强逆周期调节，

为企业减负担，为经济添动

能。从国际舆论反响来看，这

种攻坚克难的智慧和行动力是

中国经济前景可期的基础之

一。彭博社说，很多投资者意

识到，很难看衰一个政府在经

济刚出现疲软迹象时就计划采

取应对措施的经济体。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

塔·戈皮纳特认为，中国经济企

稳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果断

采取行动，综合利用财政和货

币政策工具。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经济

正在行稳致远，虽然前路仍不

免会有风雨，但这阻挡不了中

国经济持续前行的步伐。对中

国越有信心，与中国合作越多，

得到的回报就会越丰厚，发展

的动力就会越强劲。

□ 王 攀 田建川

荷兰鹿特丹港和中国广州

港5月 7日缔结为友好港口。

这两个同为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上的世界级航运枢纽港将

在绿色港口、智慧港口等方面

开展深度合作。

在5月8日~9日广州举行

的 2019 年世界港口大会上，

“开放合作、共享未来”的主题

词得到与会人士的广泛响应。

出席大会的比利时安特卫普港

副总裁吕克·阿尔努说，港口更

懂得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

珍贵所在，“正如比利时谚语所

说，如果你把手放到一条河中，

你就连接了全世界。”

大会火热的背后，是全球

港口的建设者和运营者对“中

国方案”“中国要素”“中国智

慧”寄予更多期望的火热现实。

培训机构“GAPEC”
生意兴隆

龙门架高高耸立、业务繁忙

的安特卫普港有着一千多年的

历史。现在，这座港口不仅是欧

洲第二大港，也是全球最负盛名

的港口业务培训机构所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安特卫普港

务局下辖的安特卫普/法兰德斯

港口培训中心，为中国港口培训

过一批高级专业人才。

也正是这一点，让广州市

港务局副局长袁越在2015年6

月的一次拜访中，萌生了一个

念头：可不可以与安特卫普合

作，在中国合作开设一个同类

培训中心。

“当时我们就想，这所‘分

校’将是中国港口和中国航运

产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交

流合作的最佳平台。”袁越说。

双方一拍即合——短短6

个月后，这所“分校”就在广州

正式注册成立了。由于安特卫

普/法兰德斯港口培训中心的

英文缩写是“APEC”，双方合作

成立的广州安特卫普港口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得名“GAPEC”。

事实表明，培训需求的走

红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印度尼西亚丹戎不碌港、俄罗

斯圣彼得堡港、所罗门群岛港

务局……越来越多的港口从业

人员来到广州参训。

广州安特卫普港口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健说，在

两年多时间里，GAPEC已经为

1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学

员提供了各种培训。

“很多学员对中国港口的

现场业务管理能力、信息化技

术应用能力表现出浓厚兴趣。

我们为他们量身定制课程，注

重实操，把课堂搬到了港口现

场。”黄健说。

开放合作助力中国
港口跨越式发展

从昔日的“学生”，变成今

天的合作伙伴——在出席世界

港口大会的全球港口业界人士

看来，GAPEC“火爆”的背后是

中国港口通过开放合作，实现

跨越式发展所释放的吸引力。

“近些年中国港口发展非

常迅速。对阿苏港这样的年轻

港口而言，需要在港口基础设

施建设、物流技术以及港口管

理经验等方面向中国学习。”巴

西阿苏港副总裁特莎·梅杰

说。广州港与阿苏港5月8日

同样缔结了友好港关系。

吸引力首先来自量的增

长。过去 40 多年里，中国港

口实现了“货通全球”。据中

国港口协会的数据，1978年，

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仅2.8亿

吨，集装箱运输刚刚起步；

2018 年，中国港口完成货物

吞吐量超过143亿吨，有7座

港口跻身全球前10大货物吞

吐量港口之列。

吸引力更来自质的变化。

出席世界港口大会的中国交通

运输部安全总监李天碧说，如

今，中国港口规模已经连续多

年稳居世界第一，创新能力显

著提升，“临港深水、港口机械、

装卸制造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

水平，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引

领行业发展。”

国际港口协会主席圣地亚

哥·加西亚·米拉说，中国新一

轮开放还将不断为全球港口发

展赋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不仅将中国的海上贸易进一步

往前推进，还会在全球催生更

多的港口枢纽城市。”

互通共享带给全球
港口建设新机遇

截至2018年底，中国参与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斯里兰卡

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达尔

港等34个国家42个港口的建

设经营，海运服务覆盖“一带一

路”沿线所有国家和地区。

在本届世界港口大会的主

题讨论中，“数字化”和“绿色发

展”被视为未来全球港口发展

的关键词。与会代表普遍认

为，面对复杂的全球贸易和经

济发展态势，需要引入更多的

创新要素，实现更高层次的互

通、共享，而这些“创新要素”与

“中国要素”高度重合。

“中国港口不断以科技

创新促进行业发展，加快建

设智慧港口，为世界港口提

供 中 国 方 案 ，贡 献 中 国 智

慧。”中国港口协会常务副会

长陈英明说。

在本届大会上，华为、阿

里等中国企业成为全球港口

积极洽谈的对象，他们希望借

助这些中国企业在信息化改

造和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实

现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港口也对

全球港口的先进经验求知若

渴。黄健说，中国港口希望借

鉴欧洲、北美等大型港口在业

务管理、港口—铁路与港口—

航空联运方面的经验与成果，

更好地实现全球港口合作。

陈英明说，未来，中国将以

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继续推

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

区在港航基础设施领域的深度

合作，构筑双方海上互联互通

网络，开拓港口、海运物流和临

港产业等领域合作。

股东大会详解未来投资方向
以“港口与城市——开放合作、共享未来”为主题的2019年世界港口大会，近日在广州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图为参会代表观看中国交建展台。新华社记者 邓 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