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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文章，原題：為從中國「偷走」公司，莫

迪政府公佈一項1.2萬億美元的總體計畫，但該計

畫能與中國競爭還是將以失敗告終？

　　作為一項名為PM Gati Shakti（印地語，意為

「速度的力量」——編者注）的100萬億盧比

（1.2萬億美元）大型專案的一部分，莫迪政府打

算開發將16個政府部門連為一體的數字平臺。該平

臺將使企業與投資者能迅速開發專案，快速獲批並

評估有關費用。按照印度商業和工業部的說法，個

中目標是在不超出預算或進度的情況下開展相關專

案。此舉旨在影響跨國公司，以使後者將印度視為

製造中心。

　　在印度，1/4的基礎設施專案都超出預算，近

半數仍處於規劃階段。但莫迪認為技術能解決這些

持久問題。按上述計畫，為提升印度的「競爭指

數」，印度的基礎設施專案應以中國在1980年和

2010年取得的成就為藍本，甚至模仿歐洲在二戰後

的有關行動。

　　印度商業和工業部官員阿姆裏特·米納說：

「這項任務的目的就是……按時完成專案。這是

跨國公司選擇將印度當成製造中心的理由。」由

於印度設立了這個快速通道專案，再加上鼓勵外國

投資以及供應鏈的「中國+1」政策的影響，未來

印度將對中國佔據一定優勢。

　　印度除了低成本，勞工還會說英語。但基礎

設施不足令國際投資者繼續對該地區望而卻步。或

許技術能幫助印度減少拖延的官僚作風。據報導，

在收購土地和獲得林業與生態許可證方面，過於保

守的預測和拖延導致1300個相關專案中的50%未能

在最後期限前完成。

「中國在改變這個國家的地貌」
和哈薩克斯坦的公司合作，在格魯吉亞波季港和羅馬

尼亞康斯坦察港之間建立一條新的航運路線……

　　然而，儘管地緣政治環境良好，格魯吉亞的地理

條件卻不利。溝壑、峽谷和幾乎無法逾越的山脈是牢

固的屏障，但也阻礙了該國的交通運輸雄心。事實

上，建設克服地理環境的基礎設施需要大量投資，最

重要的是需要知識和經驗。

　　在這方面，中國企業正重塑格魯吉亞的地理環

境，使第比利斯在各種歐亞貿易路線上處於更好的位

置。比如，2019年中國企業中鐵二十三局集團有限公

司宣佈將在格魯吉亞建造全長22.7公里的公路。該專

案總成本估計約合4.286億美元。這是國際南北運輸

走廊的一部分。顯然，中國企業正在大幅改變格魯吉

亞的地貌。事實上，中企在格魯吉亞的激增將改變該

國的交通運輸能力。

　　儘管中國企業在格魯吉亞越來越活躍，第比利斯

和北京的關係卻受到不利的地緣政治前景的影響。許

多直接參與專案的中國公司也引發一些質疑。中企在

格魯吉亞基礎設施市場的主導地位還引起一些歐盟成

員國駐格魯吉亞大使以及當地建築公司的不滿。但這

種關係似乎正朝著有利的方向發展。2017年，中國與

格魯吉亞簽署自貿協定——格魯吉亞領導人希望此舉

能促進出口，並幫助發展格魯吉亞經濟。促進與中國

的緊密聯繫也被視為格魯吉亞尋求平衡地區影響力的

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埃米爾·阿維達利亞尼，喬恒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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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期文章，原題：中國在改變格魯吉亞的地貌

　　中國外長王毅不久前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與格

魯吉亞總理加裏巴什維利會晤，強調經由格魯吉亞的

中部走廊（或跨里海國際運輸線，TITR）對區域交通

的重要性。由於俄烏衝突，歐亞大陸的聯通模式正迅

速改變。連接歐盟和中國的俄羅斯路線目前用途有

限。這促使歐盟成員國和中國都在尋求替代通道。從

黑海經南高加索到中亞的中部走廊，是中國西部與歐

盟之間的最短路線。格魯吉亞由於地理位置和基礎設

施，在這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最近，格魯吉亞參加了許多旨在促進該走廊潛力

的政府間會議。5月份，格魯吉亞與哈薩克斯坦和土

耳其在安卡拉舉行的會議上討論了中部走廊。當月晚

些時候，格魯吉亞國家鐵路公司宣佈，正與阿塞拜疆

　　（作者薩米亞·賽義德，崔曉冬譯）

　　彭博社10月3日報道，原題：印度意在從中國「搶奪」工廠的1.2萬億美元計畫依賴數字技術和速度的力

量  

　　科爾尼印度公司負責交通和基礎設施的合夥人辛哈說：「除了一些國家政治上要求（有關公司）搬離（中

國），（印度）唯一能與中國競爭的途徑是盡可能具有成本競爭力。」莫迪去年在啟動該專案時發表演講稱，

「如今印度正進行越來越多投資以發展現代基礎設施，並採取一切措施確保專案不會面臨障礙和被延

誤……」而實際上，印度統計和計畫執行部網站的數據描繪了一幅由被拖延和預算超支專案組成的畫面，該現

象正在損害印度在後疫情世界的經濟復蘇。今年5月，印度共有1568個有關專案，其中721個被推遲，423個超

出最初的執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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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朝日新聞》10月10日文

章，原題：便利店為生存而聚焦中國

　　國內市場飽和後，日本的便利店

運營商如今紛紛跑到中國各地開店，這

（股風潮）正成為一場生存之戰。日本

羅森株式會社已將其在華門店數量增至

3年前的兩倍，超過5000家。9月28

日，它在廣州開設當地第一家門店，面

積超過100平方米，開業當天店內擠滿

二三十歲的年輕顧客（如圖）。一名在

附近上班的20來歲女性拿起一個售價

3.9元的日式飯團，用智能手機拍攝後

上傳至社交媒體。

　　截至今年8月底，羅森已在中國

15個省市開辦5235家門店，而2020年時

還不到3000家。業內人士吉田良平解釋

了這種增長背後的因素，「配送中

心、便當工廠和其他設施組成的網路以

及基於資訊技術的系統都已到位。這令

更多日企在華開辦經營門店」。

　　另一因素與中國的人均便利店數

量相對較少有關。2021年發佈的研究報

告顯示，在中國每7033人才有一家便利

店，僅相當於日本密度的1/3。

　　中國政府決定重新評估便利店的

作用也為運營商帶來更多動力。在嚴格

的防疫政策下，為確保居民的食品和日

用品供應，中國政府正加大力度鼓勵開

辦新的便利店。中國商務部計畫到

2022年讓全國品牌連鎖便利店門店總量

達到30萬。

　　日本其他大型連鎖店也紛紛進入

中國市場。日本最大便利店運營商7-

11尤其重視中國市場。2004年日本全家

連鎖便利店開辦在中國的首家門店，截

至今年8月其門店數量已達2702家。該

公司正尋求進一步擴大在華業務，並將

這個市場描述為「具有特殊重要意

義」。

　　東麗經營研究所首席分析師永井

知美解釋了中國市場的魅力，「這個

他為辱華言論公開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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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藝人在國際

文化活動中發表

辱華言論遭聲

討，現被解職並

公開道歉。

　　據韓國《首

爾新聞》援引日

本《每日新聞》

9日報道，日本

知名藝人奧野晃

士上月在當地大

型國際街頭表演

藝術節「2022大

道藝世界盃」的

前期活動中發表

了貶低中國人的

辱華言論。其相

關言論引發爭議後，也遭到猛烈聲討和批評。最終，

奧野晃士被辭去在藝術節組委會中擔任的職務，同時

還於本月7日召開記者會對此進行了公開道歉。

　　報導介紹，11月4日至6日，在日本靜岡將舉行

「2022大道藝世界盃」文化活動。該活動是全亞洲規

模最大的國際街頭表演藝術節，屆時來自世界各國的

街頭表演藝人將齊聚一堂，進行比賽。

　　報導稱，日本藝人奧野晃士在本次藝術節組委會

中擔任製作人一職。然而，在上月17日的一場賽前活

動中，奧野晃士卻在演講現場發表了貶低中國人的辱

華言論，引發巨大爭議。演講過程中，他讚揚日本人

的血統，聲稱「日本人同韓國人與中國人從根本上不

同」。他還向現場聽眾派發宣傳資料，該資料上印有

「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但兩個中國人聚在一起就是

蟲」等貶低中國人的辱華言論。

　　據《首爾新

聞》報導，當天在

場的部分與會者當

時就對此表達了不

滿。之後，由此引

發的爭議持續發

酵，其言論在社交

網路上遭到了猛烈

聲討和批評。

　　隨著爭議持續

擴大，奧野晃士本

月7日召開記者會

就此進行了公開道

歉。他稱自己以錯

誤的歷史認識為基

礎，做出了不恰當

的發言。報導稱，

目前奧野晃士已被

辭去在藝術節組委會中擔任的職務，該活動執行委員

長也為此引咎辭職。此外，鑒於在國際文化活動中引

發了種族歧視爭議，藝術節組委會將在本月末最終決

定是否按原計畫舉行本次藝術節。

　　本月7日，日本藝人奧野晃士召開記　　本月7日，日本藝人奧野晃士召開記

者會，為自己此前發表辱華言論進行公者會，為自己此前發表辱華言論進行公

開道歉。圖源：《每日新聞》開道歉。圖源：《每日新聞》

　　本月7日，日本藝人奧野晃士召開記

者會，為自己此前發表辱華言論進行公

開道歉。圖源：《每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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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具有吸引力，因為仍有供便利店開張的空間，

且居民收入和生活水準都在提高。隨著與無人值守

便利店和其他類型零售商之間的競爭逐漸升溫，未

來挑戰在於如何使產品脫穎而出。」

　　（作者奧寺淳等，丁玎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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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高管在對華政策上與柏林產生衝突。

　　上個月，當獲悉德國經濟部將採取一系列新措施，

包括對所有進入中國的企業投資進行審查時，多位德國

企業負責人表達了不滿。德國經濟部的消息人士和商界

領袖透露，該投資建議很快被擱置。    

　　企業高管不滿當局沒徵求他們的意見，因為這些降

低與中國做生意吸引力的提議會對德企產生重大影響。

後來他們與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會面時提出反對意見。

這讓人們看到德企對政府推動調整對華關係的焦慮。消

息人士說，參加此次會議的高管包括化工巨頭巴斯夫、

德意志銀行和西門子的首席執行官。    

　　哈貝克上月表示，德國將在貿易方面採取更強硬政

策。消息人士說，德國經濟部提出的投資審查是為了限

制某些技術轉讓，並避免某些領域的依賴性。德國中小

企業協會會長馬爾庫斯·耶爾格說：「我們只能提醒德

國不要疏遠中國。」該協會是一個代表90多萬家德國

中小企業的聯盟，這些企業構成歐洲最大經濟體的支

柱。耶爾格說：「像經濟部希望的那樣或者說正在嘗試

的那樣，中斷德國經濟的中國活動，是錯誤的做法。」

　　德國政治人物普遍認為需要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

賴。但企業界表示，關鍵是德國如何在不對明年面臨衰

退的經濟造成更多傷害的情況下減少對華依賴，並且不

引起中方強烈反對。    

　　德國政府將於明年發佈德國的第一份中國戰略檔。

社會民主黨的德國總理朔爾茨希望避免引發一場美國式

的對華冷戰。計畫今年晚些時候訪華的朔爾茨說：「脫

鉤是錯誤的。我們不必與一些國家脫鉤。我要強調的

是，我們必須繼續與中國做生意。」

　　柏林想採取的減少對華依賴的一些措施，例如尋求

關鍵商品如稀土的新來源，並無爭議。但其他提議引起

商界警惕。德國商界擔心這些措施將使他們在這個仍是

世界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處於競爭劣勢。    

　　路透社上月報導，德國經濟部考慮限制出口和投資

擔保，這是對華新戰略的一部分。德國中小型企業警告

說，這將對它們造成嚴重打擊——且比那些擁有更多財

力的企業巨頭更嚴重。企業領袖們說，柏林應就任何對

華措施與他們進行更密切的聯繫。一些高管表示正遊說

柏林鼓勵企業尋找新市場，而非試圖遏制它們的在華業

務。商界領袖擔心，即使是關於可能的政策變化的辯

論，也已影響到他們與中國的關係。2016年中國就成為

德國最大單一貿易夥伴，去年占德國2.6萬億歐元貿易

額的近10%。

　　（作者安德烈亞斯·林克等，喬恒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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