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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限价无法解决缺气问
题”

挪威首相约纳斯·加尔·斯特
勒12日说，挪威将与欧洲联盟就天
然气供应进行更密切的对话，但挪
威对天然气限价这一措施持怀疑
态度。

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乌克
兰危机爆发前，欧盟地区使用的天
然气40%来自俄罗斯，20%至25%来
自挪威。俄罗斯近期大幅削减对
欧盟的天然气供应后，挪威成为欧
盟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

斯特勒当天与欧盟委员会主
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通电话后发
表声明说，挪威将以开放心态与欧
盟开展对话，但是挪威对“给天然
气设立价格上限持怀疑态度”，因
为这个办法“不能解决欧洲天然气
（供应）太少这一根本问题”。

欧盟成员国能源部长9日开会
讨论欧盟如何制定措施应对飙升
的能源价格，以度过今冬取暖季。
讨论的方案包括给天然气设置价
格上限，但各国意见不一，分歧较
大。

斯特勒12日在声明中说，挪威
和欧盟同意就现有提议开展更密
切的对话。

能源价格飙升令挪威油气企
业收入大增，创下纪录。斯特勒
说，挪威致力于成为欧洲可靠的天
然气供应方，但双方贸易条款细则
将由进出口天然气的企业自行商
定。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盟与
美国一道对俄施加多轮制裁，但其
反噬作用令欧盟处境窘迫。冯德
莱恩定于 14日发布欧盟应对能源
价格飙升的方案，各成员国将就方
案表决。

天然气短缺 法国酸奶厂或
停产

由于冬季可能面临天然气短
缺，法国酸奶业或遭受重创。对大
多数酸奶厂商而言，天然气供应中
断意味着无法生产。

法新社 11日援引法国乳制品

生产商联合会主席、巴黎东南部一
家酸奶厂主管帕特里克·法尔科尼
耶的话报道：“我们已被告知，今年
冬天特定时段天然气供应可能会
中断，对我们来说，情况非常严
重。”

法国乳制品生产商联合会有
22名成员厂商，这些厂商的酸奶产
量占法国酸奶总产量的70%。法国
人酷爱酸奶，制作酸奶需要消耗大
量能源。法尔科尼耶说，如果缺少
天然气，将无法对牛奶进行巴氏杀
菌，厂商无法接收牛奶。这样一

来，“奶农将被迫倒掉牛奶”。
法尔科尼耶担心，这一行业原

本遭受新冠疫情冲击，能源、包装
和水果价格近期飙升致使成本增
加了20%，如果再遭遇天然气断供，
酸奶厂商或将无法生存。

法国等欧洲联盟国家长期依
赖俄罗斯能源供应。俄罗斯天然
气工业股份公司早些时候发布消
息，已暂停向法国主要能源供应商
昂吉集团供应天然气。

法国总理伊丽莎白·博尔内上
月底说，不排除今冬实施能源定量

配给的可能性。她敦促企业采取
措施减少能源消耗。

天然气太贵 德国电取暖器
热销

面对天然气价格高企，越来越
多德国民众打算今年冬季使用电
取暖器。德国电力部门 11日警告
说，用电取暖价格并不便宜，且可
能导致今冬电网不堪重负。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担心天然
气短缺危机加剧，不少德国家庭已
囤积包括便携式电取暖器在内的
多种电取暖设备。德国知名咨询
公司捷孚凯公司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德国民众购买了约60万台电
取暖器，同比增长近35%。

德国能源和水工业协会总经
理克斯廷·安德烈告诉德国《商
报》，如果某地“许多家庭在一个寒
冷冬夜同时打开暖风机，就会导致
电网过载”；用户如果用电取暖时
不够节省，还可能收到高额电费账
单。

德国能源监管机构联邦网络
局局长克劳斯·米勒先前告诉德国
《每日镜报》，德国最常见的住宅供
暖方式是烧天然气，即使在天然气
价格“非常高”的情况下，用电取暖
器的开销仍将多于天然气采暖。
另外，电取暖器使用高峰还可能导
致局地停电。

长期以来，德国等欧洲国家高
度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供
应，能源价格上涨，生活成本激增。

刚刚晋升欧盟最大供应国

天然气限价？挪威不干了

“不久之后，我们将以看待蒸
汽机的方式看待汽油车。”特斯拉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13日在社交媒
体上如是说。的确，随着全球能源
转型进程进一步加快，新能源汽车
不断提档升级，市场化进程持续加
快，燃油车似乎正在退出历史舞
台。燃油车真的要“落幕”了？新
能源汽车能否扛起交通大旗？

正在“落幕”的燃油车
中新社报道，当下，绿色转型、

减污降碳已成为全球共识，何时禁
售燃油车也成为业内热议焦点。

此前，欧盟已经就“到 2035年
禁止在欧盟境内销售燃油汽车”达
成共识。美国加州空气资源委员
会近日也通过新规，到2035年将全
面禁止销售新的燃油动力汽车。

中国也已开始行动。海南省
打响禁售燃油车第一枪，明确到
2030年全岛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汽
车，海南由此成为中国首个禁止销
售燃油汽车的省份。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中国车企
也计划“告别”燃油车。哈弗品牌
近日明确了自 2030年起将正式停
售燃油车的目标；吉利旗下唐骏欧
铃也宣布将于 2023年 12月停止传
统燃油车的整车生产。

在华为常务董事、智能汽车解
决方案BU CEO余承东看来，纯

燃油车时代会很快结束，现在买燃
油车，无异于智能手机时代买功能
机。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华荣建议进一步加快转
型步伐，将中国停售燃油车提上议
事日程，引导企业和全社会有序向
新能源转型。

燃油车似乎正在“落幕”。
中国新能源汽车“一路凯歌”
相比正在“落幕”的燃油车，新

能源汽车产业可谓“一路凯歌”。
今年上半年，在疫情反复等不

利因素的影响下，全球汽车销量出
现下滑。在此情况下，全球新能源
汽车产业逆势增长，销量超过 420
万辆，同比增长 66%。中国新能源
汽车发展速度和市场规模继续引
领全球。

产品种类方面，中国新能源汽
车产品矩阵日益丰富。截至目前，
中国汽车市场在售新能源乘用车
接近 300款，在全部在售乘用车型
中占比超过30%。

技术发展方面，经过多年的技
术积累和市场培育，中国新能源汽
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发
展进程持续提速，产品竞争力明显
增强。

“目前，新能源汽车在智能化
领域已逐渐形成了相较于燃油汽

车的竞争优势。举例而言，今年上
半年，L2级驾驶辅助系统在新能源
汽车中的渗透率达到了 40%，较传
统燃油汽车高出了近 15 个百分
点。”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张进华说。

市场化方面，随着中国新能源
乘用车的推广进程持续提速，新能
源商用车推广应用也取得显著成
果。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拥有城
市公共汽电车 70.94万辆，其中纯
电动车41.95万辆，占比达59.1%。

以大型商用车集团宇通为例，
目前宇通已掌握纯电动、氢燃料电
池等新能源核心技术，累计销售新
能源客车超过16万辆，产销规模全
球领先。

正如朱华荣所说，中国新能源
汽车已经从原来的技术尝鲜、政策
引导阶段，迈入大众普及阶段，逐
渐成为支撑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
重要力量。

燃油车会成为下一个蒸汽机
吗？

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如火如
荼，给燃油车造成猛烈冲击。未来
燃油车将会成为下一个蒸汽机，退
出历史舞台吗？新能源汽车能否
完全取代燃油车，扛起交通大旗？

业内汽车专家说，从长远来
看，燃油车退出历史舞台是大的趋
势，但何时真正退出，还需考量未
来技术发展情况。需要指出的是，
即便欧洲已宣称2035年禁燃，目前
也仍在评估未来混合动力是否能
发挥一些作用。

“对于中国来说，毫无疑问，纯
电、氢能是未来新能源汽车发展的
方向，在节能减排的大前提下，中
国也允许多种技术线路充分发
展。”这位专家说。

宇通集团新能源技术部部长
李振山分析，短时间内，燃油车不
会退出历史舞台，依然会以另一种
形式存续发展，如以插电式、混合
动力的形式存续。但可以肯定的
是，新能源汽车发展会越来越强
劲，在未来交通格局中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8月26日，以“碳中和愿景下的全面电动化与全球合作”为主题的
2022年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北京、海南两地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图为观众在北京展场奔驰汽车展台参观体验。

新能源时代，燃油车要“落幕”了？
日本内阁官员 11 日称，有必

要采取措施防止日元汇率过度下
跌。该官员称，日本政府可能采取
的措施包括进一步放开入境限制，
让疲软的日元吸引游客入境。

综合日本共同社、新加坡《联
合早报》报道，内阁官房副长官（副
秘书长）木原诚二 11日在电视节
目受访时说：“对于过度、片面的货
币走势，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发
展，必要时将采取措施。”

木原诚二称，不愿对货币和利
率政策置评，“因为它们属于日本
央行的管辖范围”。但他表示，日
本政府考虑“在不远的将来”进一
步向海外游客开放边境，例如取消
每日入境人数上限。

木原诚二表示，在全球重启交
流的情况下，日本也不能落后。由
于日元贬值，他预计访日游客的需

求会扩大，称“日本的秋冬很有魅
力，有很多外国友人说想来日
本”。他说：“疲软的日元在吸引入
境旅游方面是最有效的。”

7日，日本开始放宽边境管制，
将每日入境人数上限提高到 5万
人，并允许不需要导游的旅行团游
客自由入境。分析人士说，取消上
限并允许更多旅客入境，对于吸引
外国资金进入日本振兴脆弱的经
济至关重要。

中新经纬此前报道，日元汇率
7日跌破1美元兑141日元的关口，
创下 1美元兑 141.81日元的 24年
新低。东京的交易员表示，触发日
元跌破关口的因素是澳大利亚央
行宣布加息 0.5个百分点，以及该
央行仍未结束货币紧缩周期的信
号。

吸引游客救汇率

日本高官称将进一步放开入境限制

俄乌冲突爆发后，从俄罗斯市
场退出的一些西方品牌，阿迪达
斯、耐克等品牌正面临官司。俄专
家称，目前的诉讼才刚刚开始，俄
购物中心还将起诉其他一些外国
公司。

北京环球网 14日援引俄罗斯
《消息报》的报道称，俄罗斯一些购
物中心开始对宣布退出俄罗斯的
西方品牌提起大规模诉讼。

俄罗斯Spark数据库的数据显
示，目前已有 14起“履行租赁协议
义务”类案件在俄法院立案，被告
分别为H&M、优衣库、阿迪达斯、
耐克等品牌，索赔金额从 5.7万卢
布（约合 950美元）到 5500万卢布
（约合 92万美元）不等。作为原告
的购物中心要求从零售商处追回
因“未能开展业务和不支付租金而
造成的损失”。尽管H&M的商店
现已在俄开设了门店并继续营业，
但购物中心仍对它提起 6起诉讼，
索赔金额为 1190 万卢布（约合
11.98 万美元）。零售商场 CORE
的租赁负责人茨维特科娃称，购物
中心希望收回他们对商店装修的
投资，并获得商店关闭期间的全额

租金。
俄罗斯购物中心理事会主席

莫斯卡连科认为，购物中心正试图
通过法院弥补部分损失的利润。
俄律师协会副主席库兹涅佐夫称，
其他暂停在俄市场活动的外国公
司将来也会收到类似的索赔。莫
斯科地区律师协会的律师弗罗洛
夫确信，购物中心胜诉的可能性几
乎是100%。

据路透社此前报道，今年 6月
23 日，Nike 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
中表示，在暂停俄罗斯业务约三个
月后，该公司将全面退出俄罗斯。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早
在今年 3月，阿迪达斯就宣布暂停
其在俄罗斯的门店销售，线上购物
也已中断。在俄拥有约 100 家品
牌店的彪马也宣布退出俄市场。

此外，餐饮连锁公司麦当劳今
年5月16日宣布，该公司最终决定
退出俄罗斯市场。此前在 3 月 8
日，麦当劳宣布将暂时关闭俄罗斯
境内的 850家门店，但是会继续支
付员工工资。当日，星巴克公司、
可口可乐公司也宣布暂停在俄罗
斯的业务。

退出俄市场

俄购物中心向优衣库、耐克等品牌索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