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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伊士运河堵船：系船长错误所致美国小长假来临“报复性旅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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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被迫中断 印度“世界工厂”遇险

5月31日，按照美国人的习俗，是夏

日开始的标志。在一年多的限制之后，美

国迎来了出行小爆发。

从航空旅客人数的激增就可见一

斑。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报告称，

5月28日，也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前，

有超过196万人次搭乘飞机出行，远高于

去年同期的32.7万人次，创造了疫情暴发

以来美国航空旅客人数的最高纪录。

同时，这个数字也超过了美国疫情

暴发前最后一次出行高峰。2020年3月8

日，TSA为190万人次进行了安检。该机

构还预测，在今年的小长假，美国机场每

天可能会接待多达200万名乘客。

美联社报道称，迈阿密、奥兰多等地

机场的客流量已经达到或者接近疫情前

的正常水平，知名景点周边地区的酒店

在整个假期都被订满。

在汽车出行方面，美联社援引美国

汽车协会的话说，在这个假期期间，全美

将有逾3700万人出行超过50英里，其中

大部分人是开车出行。虽然这一数据比

2019年下降了13%，但比2020年增加了

60%。

对此，美国汽车协会发言人罗伯特·

辛克莱（RobertSinclair）接受采访时表

示，美国正在释放被压抑的旅行需求。辛

克莱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所谓的

报复性旅行。2020年，人们因为疫情而无

法出门工作，因此人们能够节省很多出

行开支。现在，民众正在补偿消费。”

小长假的热闹氛围得益于疫苗接种

进程的加快。根据CDC的数据，目前全美

有超过1.66亿人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

苗，占总人口的50.1%，完全接种疫苗的

人数约占总人口的40.2%。

美国总统拜登也赞扬了疫苗接种取

得的进展。当地时间5月28日，拜登在弗

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Alexandria）的

Sportrock攀岩中心发表讲话时称：“我

们不仅仅是在挽救生命，我们还令生活

回归常态。”

不过，拜登也指出抗疫尚未结束。“我

们必须联络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让他

们尽可能容易地得到免疫保护。”他说。

实际上，除了不愿接种疫苗的民众

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未接种民众受到了

经济条件和信息匮乏的限制。联邦政府

公布的数据显示，落后于全美整体新冠

疫苗接种率的县往往经济条件不佳，民

众受教育程度偏低，且使用计算机和互

联网的机会较少。

疫苗接种加速、出行需求上升，美国

似乎看到了一丝恢复的曙光。中国社科

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孙杰表

示，不管是抗疫还是旅游业，美国似乎需

要这么一个时间点来证明一切慢慢走向

正轨。

但孙杰进一步指出，短时间内如此

大的增长，对游客和商家都是考验。出行

人数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是设施、服务

能不能跟上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据美联社报道，目前已经有不少人

在抱怨到处都人满为患。有从业者就表

示，因为疫情后时代，员工不愿返工，而

导致店里人手不足，大家要做好吃饭排

大队的准备。另据政府统计，如今的平均

租车费比去年高出一倍。

除此之外，此次的“报复性旅行”也

给美国的疫情防控带来了新考验，因为

这是口罩强制令取消后的首个出行高

峰。此前，随着病例下降和疫苗接种增

加，全美各地的城市正在取消对室内用

餐和聚会的限制。

美国疾控中心还更新了口罩规定，

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民众在大多数情况

下不需要戴口罩，也不必与他人保持社

交距离。不过，在飞机、公共汽车、火车和

公共交通工具上仍然需要戴口罩。

除了疫情的风险，更多的出行需求

还意味着更高的油价。《洛杉矶时报》援

引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称，本月全美汽

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3.04美元，为

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汽车协会

还表示，目前汽油均价比一个月前高出

16美分，比去年涨了1.08美元。而整个夏

天，油价可能都维持在这个价格左右。

尽管价格居高不下，但之后可能出

现的供应短缺是更严重的问题。月初，美

国输油“大动脉”ColonialPipeline因网

络攻击而关闭约一周，导致许多加油站

处于大面积停摆状态，美国也一度陷入

了“用油荒”。

供应短缺最初可能只影响到几个

小的独立加油站。但令人担忧的是，即

使是少数几个站短缺也可能引发恐慌

性购买，尤其是在靠近海滩的社区和其

他度假热点地区。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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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印度的冲击正在深入肌理，从民生到经济，各行各业都

直接或间接地深受打击。工厂停工，产业链被迫中断，“世界工厂”

的地位也受到影响，为外商投资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抗疫和经济之间，印度的天平难以平衡。而放眼全球，作为

世界贸易的关键一环，印度的危机也影响着全球的供需链。

接连停工

在疫情的肆虐之下，印度产业链受到了

猛烈冲击。当地时间上周日晚间，雷诺-日产

印度工会发出致企业信函称：“让工人们在

2021年5月31日周一报到工作将是不安全

的。”因此，周一，雷诺-日产位于印度南部泰

米尔纳德邦的工厂出现工人罢工。

作为印度“底特律”，泰米尔纳德邦是印

度汽车制造业的关键地区，美国的福特、通

用，日本的雷诺-日产、雅马哈，韩国的现代，

德国的宝马、博世、戴姆勒等国际车企巨头都

在泰米尔纳德邦拥有1-2个生产基地。数据显

示，2018年该邦的汽车产量占全印度总产量

的27.45%，工业产值为全印度的10%。

但同时，泰米尔纳德邦也是此次疫情肆

虐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其5月中旬的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万例，该邦在封锁措施

到期之后又宣布延长一周，至5月31日，工厂

被下令关闭，但允许包括汽车在内的部分工

厂继续运营。

对此，汽车工厂的工人并不满意，工人与

工厂的矛盾不断上升，在雷诺-日产之前，现

代汽车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上周有工人举

行了一次简短的静坐抗议，此后从5月25日开

始，现代泰米尔纳德邦工厂停工五天。另外，

福特也选择在上周五和上周六停止其钦奈工

厂的运转。

在罢工之前，雷诺-日产曾与工人就此事

对簿公堂，工人指责工厂没有遵守防疫的社

会距离规范，工厂卫生政策没有充分保护工

人的安全。雷诺-日产方面则表示，正在遵循

疫情安全防疫协议。

该工会还表示，雷诺-日产在印度南部工

厂有8000多名员工，但目前为止只给200名工

人注射了第一剂疫苗。

雷诺-日产方面则辩解称，已将员工人数

从8000人减少至5000人左右，并且公司已经

为年龄超过45岁的员工接种了疫苗，并愿意

根据接种情况为45岁以下的员工接种。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法院于5月31日开庭

审理此案。工会直言，工人在感到安全之前不

会返回岗位。

中断的产业链

冲击不只在汽车企业，从医药到纺织，再到

手机制造，各行各业都深陷疫情的困境之中。

作为“世界药厂”，印度生产了全球近

20%的仿制药，其原料药是制药全产业链中

与上下游联系紧密的重要一环。在目前全球

的3000多家原料药生产商中，能向欧洲、北美

及日本的规范市场大规模供应原料药的厂商

仅有500多家，其中印度占12%，中国占9%。

但在疫情的影响下，印度医药中间商和

原料药企业开工率仅为30%左右。据《德国经

济周刊》报道称，由于大规模的封城措施，制

药公司基本停摆，印度向欧洲等地区出口药

物的供应链目前已处于崩溃状态。

此前5月11日，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

称，由于一批工人感染了新冠肺炎疫情不得

不离开岗位，泰米尔纳德邦一家富士康工厂

负责加工的苹果iPhone12手机产量已下降

了50%以上。彼时的消息显示，禁止员工进入

的限制措施会持续到5月底。

而以纺织业为主要产业的印度古吉拉特

邦苏拉特城部分交易商则表示，自己的生意

减少了近九成。据纺织品交易商迪内希·卡塔

利亚表示，苏拉特有6.5万名纺织交易商，按平

均数计算，苏拉特纺织业至少每天损失4800

万美元左右。

对于印度而言，若疫情持续凶猛，限制措

施也不得不延续，制造业受到的冲击将是显

而易见的。调研机构CounterpointResearch

已经将印度4月至6月智能手机的整体出货量

降低了500万部。而在今年一季度，印度的出

货量高达3900万部，同比增速为26%，这是印

度六年来最高增长率。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许利平坦言，印度的制造业在全球具有一

定的竞争优势，而实施社交隔离措施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要减少人员聚集，这对较为聚集

的印度工业和制造业是一个比较致命的打

击，而考虑到印度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全球

供应链也将受到冲击。

调研机构TrendForce在分析印度疫情

后，已将其全球智能手机产量的增长预期从

9.4%下调至8.5%，原因正是疫情对包括苹果

和三星在内的主要生产厂商的负面影响。

艰难的平衡

制造业陷入困境，印度经济也雪上加霜。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刘小雪表示，最初，外界认为印度今年的经济

增长会超过12%，现在已经往下调了，预测今

年的经济增速能达到8%-9%，主要是看到第

二波疫情很凶猛。

刘小雪分析称，去年第一波疫情对印度

经济冲击很大，封城之后部分民众的意见也

很大，认为对生活的影响太大了，因此现在第

二波疫情之下，政府的应对措施跟第一波不

一样，定点、定地方，而不是全国性封锁，更重

视封锁本身对经济和民众生活的影响，毕竟

没有工作的话生存会有问题，因此对经济造

成的打击没有之前那么大。

“不过现在民众又觉得政府防疫不力，政

府也是在防疫和经济之间寻求平衡。”刘小雪

表示。

5月28日，新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在

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就表示，抗疫和经济发展

之间应该达成某种平衡：“我们不能出现这样

一种状况，即人们远离了病毒，却死于饥饿。”

根据印度卫生部5月31日公布的最新数

据，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28047534例。

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确诊病例152734

例，为4月14日来最小单日增幅；新增死亡病

例3128例，累计死亡329100例。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就完全可以放松

了，许利平指出，如果疫情持续得不到遏制，

对印度的工业和制造业都会造成伤害，毕竟

工厂不能满负荷运转，产能不足，就业的压力

会增加，会形成恶性循环，其实政府应该在早

期采取严格的措施，但现在看来，可能短期内

制造业和经济都会持续受到影响。

“不可否认，短期肯定是有冲击的，比如

两大汽车工厂停工”，刘小雪表示，但对于制

造业地位的影响，还是不能过于夸大，产业链

转移是长期的，而疫情对制造业的冲击是短

期的，现在印度的疫情开始趋缓，可能到7月

会走出这一波疫情。

另外，在疫苗接种和重症治疗方面，印度

仍然力不从心。印度眼下仍无法满足国内疫

苗需求。印度超过13亿人口中，迄今只有3%

完整接种了新冠疫苗。

“即使是‘世界药厂’，药不对症数量再多

也没有意义，治疗新冠疫情很重要的是氧气，

而印度并不具备制氧机的产业链，也并没有

独立生产疫苗的能力，更多的是代加工，生产

能力是有限的，并且对于代加工的疫苗，印度

也没有绝对的权利来处理。”许利平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30日公布了今年

3月“长赐”号货轮搁浅事故的调查结果，认定

货轮船长应对搁浅事故负责。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当天在其位于埃及东

北部城市伊斯梅利亚的总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运河管理局调查组负责人赛义德·舒爱沙

说，通过分析涉事货轮的航行数据，调查组认

定船长的错误指令是货轮搁浅的主要原因，

运河管理局派出的领航员不承担责任，因为

领航员的建议“不具有强制性”。

“长赐”号货轮船东代理律师5月23日曾

表示，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在极端天气下允许

货轮进入运河，并且未能证明货轮船长在搁

浅事故中有任何过错，因此该管理局应对事

故负责。舒爱沙对此表示，在“长赐”号货轮之

前已有3艘吨位类似的货轮成功通过运河。

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重型货轮“长赐”号3

月23日在苏伊士运河新航道搁浅，造成航道

堵塞。经连续数天救援后，搁浅货轮3月29日

成功起浮脱浅。由于船东拖延缴纳赔偿款，埃

及已正式扣留该货轮，目前该货轮仍停留在

苏伊士运河的泊位中。

今年4月，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要求“长赐”

号货轮船东一次性赔偿9.16亿美元，涵盖“长

赐”号搁浅造成的运河通行费损失、救援设备

和劳动力的成本，以及疏浚和打捞等工作对

航道的损害费用等。5月25日，该管理局决定

将索赔金额降至5.5亿美元。 据新华社

5月30日，在埃及东北部城市伊斯梅利亚，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调查组负责人赛义德·舒爱沙在“长赐”号货轮搁
浅事故调查结果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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