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火的消防员”

连下“逐客令”

非洲国家为何对西方驻军连下“逐客令”
西非国家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日前要求法国驻军撤离。近年来，已有多

个非洲国家要求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撤军。分析人士指出，这反映出非
洲国家对摆脱西方操控、实现独立自主与建立平等关系的渴望进一步加深，
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假借“反恐”之名的“新殖民主义”正在失去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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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31日，科特
迪瓦和塞内加尔两国总统发
表新年致辞时都提出，要让法
国从本国撤军，时间表从
2025年开始。

近年来，非洲国家已多次
对西方国家驻军下达“逐客
令”。此前，马里、布基纳法索、
尼日尔三国过渡政府均要求法
国撤军。从2022年至2023年
12月底，法国先后从这三国完

全撤军。法军2024年12月10
日开始从乍得撤出第一批人
员。此外，美国国防部2024年
4月宣布，将从乍得和尼日尔撤
出大部分驻军。德国2024年7
月宣布将从尼日尔撤军。

长期以来，非洲尤其是萨
赫勒地区恐怖主义肆虐，安全
形势严峻。过去十来年，美国
和法国以“反恐”为名在该地
区驻军，然而当地恐怖主义威

胁却愈演愈烈，民众长期身处
动乱与贫困，导致反“新殖民
主义”浪潮高涨。

分析人士指出，越来越多
的非洲国家要求欧美国家撤
军，是这一地区与西方大国关
系结构性转变的一部分，其背
后是非洲民众对西方驻军的
强烈不满，反映出非洲各国独
立自主意识日益增强、消除西
方殖民影响的决心愈加坚定。

2025年，德国汽车工业遇到十字路口：一面是
汽车零部件供应链企业接连破产、裁员潮冲击以及
市场需求疲软；另一面是欧盟2025年起开始实施
新的碳排放法规，未达标企业或面临高达160亿欧
元的罚款。在供应链危机、政策压力升级、国际贸
易不确定性加剧等多重挑战下，如何在电动化转型
变革中保持技术优势，平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
已成为德国汽车工业能否顺利前行的关键。

成立于1796年的德国格哈迪塑料技术公司近
期宣布破产。这家公司以生产奔驰车标闻名，其破
产被视为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链危机的缩影。

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至第
三季度企业破产数量同比增加22.2％。制造业，尤
其是汽车零部件供应领域，成为破产重灾区，暴露
出行业在高成本与低利润双重压力下的脆弱性。

2025年，德国汽车行业面临严峻形势。据德
国工商大会调查，预计今年约44％的汽车制造企
业业务状况将进一步恶化。

业内人士认为，资金短缺导致汽车制造企业在
电动化转型中面临更大阻碍。尤其是早期押注电
动车市场的供应商，由于前期投入过高而陷入财务
困境。裁员潮由此掀起，预计2025年将持续蔓延。

行业巨头同样无法幸免。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方面，博世宣布裁减5500个岗位，采埃孚计划在德
国削减超过1万个岗位。2024年上半年，德国汽
车零部件制造行业裁员2.9万人，裁员规模甚至超
过新冠疫情期间水平。汽车制造商领域，大众汽车
宣布2030年前将在德国裁员超过3.5万人。

自2025年1月1日起，欧盟开始实施新的碳排
放法规，将新车平均排放量限制为不超过每公里
93.6克，未达标企业或面临高达160亿欧元的巨额
罚款。这意味着多数汽车制造商需要实现汽车总
销量的五分之一来自电动汽车，才能避免重罚。

德国汽车工业正全力推进电动化转型，但这一
进程充满挑战。高昂的电力成本、充电基础设施不
足以及消费者信心低迷，使纯电动车市场渗透率增
长受阻。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指出，现阶段，欧盟
市场电动车销量仅占市场份额的13％，比预期水
平低了大约10个百分点。

为应对欧盟减排要求，德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实
施电动车降价。然而，新车降价导致二手车市场价
格暴跌，租赁公司和消费者面临巨大财务风险。这
种盈利压力在2024年三季度的数据中得以体现，
宝马、奔驰和大众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大幅下降
84％、54％和64％。

此外，德国汽车工业在电动车核心竞争力——
电池技术领域的短板，加剧了其转型压力。

在全球范围内，德国汽车工业的竞争力也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可能出台的高关税政策，
犹如悬在德国制造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西格弗里德·鲁斯武尔姆认
为，德国出现在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关税名单上只是
时间问题，届时德国产业将遭受重创。

面对产业转型与高关税挑战，德系车企正积极
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宝马、大众等车企加大对固态
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计划在2025年实现小规模
量产。与此同时，德国对新签署的欧盟－南方共同
市场自贸协定寄予厚望。若协议获批，南美市场的
关税壁垒将有所降低，德国汽车出口有望出现新的
增长点。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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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一名
女子行走在英国曼
彻斯特一处过街桥
上。据英国气象部
门预测，英格兰北
部部分地区 5 日降
雪量可能达到30厘
米，部分地区气温
将降至零下11摄氏
度。

（新华社）

十字路口上的转型阵痛
——德国汽车工业前景展望

2011 年，在美国和法国
主导下，北约对利比亚发动了
长达7个月的军事干预行动，
协助反对派推翻卡扎菲政权，
引发周边地区十余年动荡，导
致萨赫勒地区武器走私猖獗、
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
相关的恐怖组织迅速崛起。

“如今，萨赫勒地区所有
国家都在与利比亚战争带来
的灾难性影响作斗争。”几内
亚政治分析家贝拉·卡马诺
说。

美国2013年以打击地区
极端组织为由开始在尼日尔

驻军。法国则于2014年在萨
赫勒地区启动“新月形沙丘”
反恐军事行动，向布基纳法
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
尼日尔共派遣数千名军人。
然而，美法两国并未与地区国
家开展平等有效合作，未能给
地区带来持久和平稳定。越
来越多的非洲民众看清，西方
以驻军为手段，在非洲国家大
行干涉内政、攫取资源、谋取
私利之实。

尼日尔舆论认为，美国在
非洲驻军的真正目的之一，是
控制尼日尔丰富的铀矿以及

非洲一些国家的石油和矿产
资源。马里地缘政治专家阿
卜杜·卡里姆·德拉梅指出，法
国在萨赫勒地区一直扮演着

“纵火的消防员”的角色，利用
冲突动乱维护自身利益。

喀麦隆雅温得第一大学
副校长马蒂亚斯·埃里克·奥
沃纳·恩吉尼说，近期在乍得，
一些士兵被极端组织“博科圣
地”武装人员杀害，但法国驻
军并未采取任何行动。科特
迪瓦政治学者若弗鲁瓦·朱利
安·库奥说，法国在萨赫勒地
区的反恐政策缺乏成效。

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曾
是西方殖民地，历史上饱受西
方奴役和掠夺，如今依然在经
济等领域受制于西方。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
站文章说，欧美在与非洲国家
交往时采取的方式往往是，利
用杠杆或胁迫手段影响其决
策，使之符合自身利益。

分析人士指出，这种不平
等关系本质上是为了延续西
方殖民控制，导致非洲很多地

区长期积贫积弱。如今，非洲
多国纷纷驱逐西方驻军表明，
这个饱受欺压的大洲正在觉
醒，决心抵制西方“新殖民主
义”，渴望摆脱长期贫困，希望
实现真正的主权独立和平等
的对外交往，寻求真正互利共
赢的合作。

塞内加尔通讯社前总编
谢赫·恩迪亚耶说，曾被西方
殖民的非洲特别是萨赫勒地
区国家至今深陷贫困。这些

国家资源丰富，拥有大量年
轻劳动力，完全有能力通过
自主发展摆脱贫困。然而，
西方国家长期从这里掠夺原
材料，将其加工后高价返销
非洲，使得非洲尤其是萨赫
勒地区始终处于经济链条底
端。随着非洲公众意识觉醒
以及决策者主权意识增强，
西方“新殖民主义”正在失去
立足之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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