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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波音多个型号飞机发生
安全事故，737MAX9型客机在美国
和世界多地被迫停飞检查，暴露出
波音公司诸多问题，也凸显一些美
国企业治理失能、监管部门失察、偏
狭产业政策反噬等深层次问题，成
为美国制造业走下神坛、走向衰落
的典型案例。

事故频发祸不单行

1月 5日，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
司一架波音737MAX9型客机起飞
后不久发生事故，机舱侧面一处门
塞（内嵌式应急门）脱落。调查人员
检查后发现，4个本应将门塞固定到
位的螺栓缺失。事故发生后，美国
联邦航空管理局下令停飞由美国航
空公司运营或在美国境内运营的波
音 737MAX9 型客机，随后全球多
国监管机构和航空公司也宣布停飞
该型号客机。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初步报告
显示，部分波音 737MAX9 型客机
上可见一些松动部件。业内人士
称，发现问题的客机是在不同时间
生产、交付的。因此，本次事故很难
说是偶发，更像是一个严重的工厂
产品质量控制问题。

祸不单行。1月 13 日，日本全
日空一架波音737-800型客机的驾
驶舱玻璃出现明显裂痕。17日，美
国国务卿布林肯从瑞士世界经济论
坛年会返回美国时，其乘坐的波音
737客机在起飞前发生氧气泄漏故
障，不得不更换飞机。18日，美国阿

特拉斯航空公司一架波音货运飞机
在迈阿密国际机场起飞后发动机出
现故障，被迫紧急返航。

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印
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埃塞俄比
亚航空公司航班分别发生空难，总
计 346 人遇难，失事飞机均为波音
737MAX8型客机。波音 737MAX
客机随后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遭
停飞近两年。

资本利益凌驾安全之上

波音公司的生产和制造乱象问
题由来已久。

针对门塞脱落事故，波音首席
执行官戴夫·卡尔霍恩在内部安全
会议上承认波音有错，表示将“确保
下一架升空飞机的安全，并且这种
事故不再发生”。

美国资深记者、作家彼得·罗比
森在《盲飞》一书中指出，波音在
1997年收购竞争对手麦道后，迎合
资本追求利润的取向取代了此前精
益求精的工程师文化。以盈利为中
心的导向，使波音对公司管理、研发
生产进行压缩和简化。为了跟空
客新机型竞争，波音公司没有进行
足 够 测 试 和 验 证 就 匆 忙 推 出
737MAX客机，为日后飞行安全埋
下隐患。

据外媒报道，在 737MAX交付
初期，原 737 飞行员只需在平板电
脑上进行一小时左右培训，就可以
执飞新型737MAX客机，企业只是
为了省下培训飞行员的费用和时

间。波音更是没有告知飞行员新机
型“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的
存在。该系统与前述 两起空难
有关。

波音公司近年在生产787型梦
想客机时也因质量问题出现生产线
停滞和交付延迟的情况。

2019年，此前曾在波音工作32
年的质量经理约翰·巴尼特成为曝
光该公司质量控制乱象的“吹哨
人”。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
时说，波音急于让新飞机下线，造成
工人工作压力大，组装过程仓促和
混乱，导致大量有问题零部件被错
误安装到飞机上，“所有由北查尔斯
顿（波音飞机制造厂）出厂的客机，
没有一架是我敢签名保证它安全适
飞的。”波音公司否认他的说法，称
所有波音飞机都符合最高安全和质
量标准。

波音管理问题导致了飞机生产
和制造上的缺陷，美国政府相关部
门也未尽到监管责任。美联邦航空
管理局为节省经费，数十年来一直
将部分本应由监管部门履行的飞机
安全认证工作外包给波音等飞机制
造商，导致波音长期“既当运动员又
当裁判员”。

折射美国制造业衰落

一叶知秋。作为曾经“美国制
造”的龙头品牌，波音的问题折射出
美国制造业走入困境、走向衰落。
波音的麻烦，其实是美国制造业整
体衰退的缩影。

根据该公司财报，截至2023年第
三季度，波音公司总负债 1510 亿美
元，总资产1343亿美元，已资不抵债。

波音公司如今将大量零部件生产
工作外包，仅承担最终的组装工作。
波音称这可最大限度保证公司的效
益。分析人士指出，波音公司过度依
赖外包生产、忽视品质把控，造成产品
竞争力下降。与此相似，美国制造业
许多公司将业务外包，后果就是曾有
竞争力的美国制造企业优势逐步
瓦解。

波音公司主要供应商之一，美国
势必锐航空系统公司承担波音 737
MAX机型 70%的机身部件生产。据
媒体报道，发生事故的门塞就是势必
锐分包给海外厂家生产的。目前势必
锐公司正配合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
会调查。有报道指出，势必锐涉嫌故
意隐瞒质量控制问题，甚至鼓励员工
瞒报成品缺陷，并对提出问题的员工
打击报复。

虽然美国也提出重振制造业，但
数年来在国内重建生产能力难有进
展，产业链回流未见明显成效，培养
新一代产业工人绝非朝夕之事。此
外，美国以政治因素影响供应链布
局，无视所谓“去风险”的巨大风险，
损人不成反害己，重创本国企业经营
和生产。

有观点指出，波音备受挫折，是公
司治理失能的必然结果，也是受累于
美国偏狭产业政策的体现，更是美国
制造业走下神坛的典型案例。

（新华社旧金山1月23日电）

波音安全事故频发 折射美国制造业衰落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美国和英国军队22日打击也门
境内胡塞武装目标，这是本月12日
以来美英第二次联合行动。同一天，
美英领导人通电话讨论红海局势。

胡塞武装22日早些时候说“成
功袭击”一艘美军运输船，美军随后
否认这一说法。

【再次协同空袭】

美国国防部确认，美军和英军
22日发起新一轮行动，打击胡塞武
装一处地下存储设施以及7处关联
导弹发射和监视功能的设施。路透
社报道，这是美军本月12日以来针
对胡塞武装发动的第八轮袭击。

一名美军高级官员告诉美联社
记者，美军在每个地点投下25枚至
30枚炮弹，袭击“效果良好”，首次
摧毁地下存储设施里的先进武器。

英国国防部证实，英国空军4架
“台风”战机使用精确制导炸弹轰炸
了也门首都萨那机场附近两处军事

设施的多个目标。按英国国防大臣
格兰特·沙普斯的说法，空袭旨在削
弱胡塞武装，将再次重创这一武装
组织“有限的库存”。

美英军事行动得到澳大利亚、
巴林、加拿大和荷兰支持。上述六
国联合发表声明，重申对胡塞武装
的警告：六国将坚决捍卫海员生命
安全、确保红海航线航行自由。

【无意扩大范围】

本轮巴以冲突自去年10月7日
爆发以来，胡塞武装频频在红海水
域袭击关联以色列的船只，以示对
巴勒斯坦的支持。美国国防部一名
高级官员 22 日说，去年11月 19日
以来，胡塞武装在红海南部水域对商
船发动至少33次袭击。

美国从去年12月牵头组建护航
联盟，本月初对胡塞武装“下通牒”，
再到 12 日与英国一起发起军事打
击，均未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商

船。美英发起新一轮空袭当天，美国
总统约瑟夫·拜登与英国首相里希·
苏纳克通电话。

据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
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通报，两国
领导人讨论了红海局势，认为有必要
继续采取多边行动“干扰、削弱胡塞
武装的袭击能力”。英国首相办公室
说，两国领导人同意采取“必要、有针
对性”行动。

按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的
说法，美方筛选了可以削弱胡塞武装
袭击能力的相关目标，“有意避免（局
势）升级”。“我们现阶段不打算扩大
打击范围。”

路透社援引专家说法报道，尽管
美国寻求“惩罚”胡塞武装，美国政府
当前对胡塞武装的策略止于削弱其
力量，而非试图击溃它。

【否认胡塞袭船】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

23日说，美英军队22日对也门发动18
次空袭，其中萨那遇袭12次，红海港口
城市荷台达遇袭3次。这一武装控制
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萨那三个区域遭
袭，其中位于萨那北部戴拉米军事基地
遭到4次袭击。美联社记者看到，战机
22日彻夜在萨那上空盘旋。

萨雷亚早些时候说，胡塞武装人员
在亚丁湾对美军用货轮“海洋爵士”号
发起导弹袭击，将继续在红海和阿拉伯
海水域发动袭击，以“报复美国或英国
对也门的侵略”。

不过，胡塞武装没有说明“海洋爵
士”号遭袭的时间和具体位置。美军
22 日指认胡塞武装的说法“明显错
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
说，海军中央司令部与“海洋爵士”号保
持密切沟通。

一名美国防务官员告诉法新社记
者：“我们这边看到的根本不是那样，我
们认为（胡塞武装）那份声明不实。”

（新华社专特稿）

美英再打击胡塞武装 两国领导人讨论红海局势
包雪琳

今年是中法两国建交60周年。60年来，民心相通，让两
国友谊历久弥新。日前，记者采访了三名法国人，听他们讲述
各自人生经历中的中国缘。

一颗西红柿，“心里从此有了中国”

索尼娅·布雷斯莱是名作家，她和中国的交集始于2005
年。那时，她哲学博士刚毕业，处在“迷茫期”。“我的研究暂告
一段落，却还有太多问题没有答案”，于是，她决定一路向东，
坐火车探索“到世界的另一头”。

从巴黎到莫斯科，又在莫斯科的夜色下，独自登上开往北
京的列车。布雷斯莱回忆说，同包厢还有两名中国女士。“她
们递给我一颗漂亮的西红柿，还招呼我过来和她们一起坐。”
攀谈中，陌生人间的局促渐渐消失，大家热络起来。

车到哈尔滨，“我的旅伴在月台上饺子摊蒸腾的雾气中不
见了”。布雷斯莱用诗一般的语言回忆这两名中国女士，“塞
满的行李，闪现又消失的身影，成了不断变幻的中国风景”，

“她们向我敞开通向中国的门”。
这是布雷斯莱中国之行最初的一个片段，给她留下深刻

印象。回国后，她将这次旅行写成一本游记，“心里从此有了
中国”。一切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也变得生动。她忆起儿时父
母读给她的小说《王佛脱险记》，那是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作
品，以中国古典传说为蓝本，讲述了一个充满法国情调的中国
故事。布雷斯莱重读这个逍遥的东方传奇，体会到别样的
意味。

后来，布雷斯莱又多次游历中国，把所见所感记录成文。
如今，她担任中法合作的法文杂志《中法对话》的编委。

“为什么我们两国要加强对话？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找
到抵达内心的道路。”布雷斯莱说。

吃一顿火锅，听大熊猫家乡人讲故事

法国公务员热罗姆·普耶是铁杆大熊猫迷。儿时，有次路
过商店橱窗，他一眼就看中了一个可爱的黑白玩偶，许下了圣
诞心愿。稍大一些，普耶开始搜寻有关大熊猫的一切，还从海
外订购了英文版《卧龙的大熊猫》，那是中美科学家联合研究
的著作。

17岁时，在巴黎万塞讷动物园，普耶与来自中国的大熊猫
“燕燕”亲密“面对面”，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真的大熊猫。1973
年，中方送给法国人民两只大熊猫“燕燕”和“黎黎”，“黎黎”隔
年不幸去世。普耶知道“燕燕”年事已高，唯恐遗憾，努力说服
全家驱车400多公里北上巴黎。至今，普耶仍记得一路上的
兴奋，更忘不了见到“燕燕”时的激动。

2002年，互联网普及初期，上大学的普耶在读书之余自建
大熊猫资讯网站“panda.fr”，搜集分享资料，还结识了世界各
地的大熊猫爱好者。网站运营至今累计访客远超百万。2012
年，成都大熊猫基地面向全世界选拔“熊猫守护使”，普耶与另
外两名大熊猫迷从全球116万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普耶说，他因热爱大熊猫而喜欢中国，因来到中国而认识
真诚、友善的中国人。他至今记得，有一年在四川宝兴农村，途中饥饿找不到饭
店，热情的乡民招待他饱餐了一顿牦牛肉火锅。他还听乡民讲起放牛偶遇野生
大熊猫的事。

1869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正是在宝兴见到被当地人称为“黑白熊”
的动物。他的发现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宝兴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
科学发现地，被称作是“大熊猫老家”。普耶说：“法中两国与大熊猫相关的情缘
比人们所了解的更深厚……大熊猫是法中友谊的使者。”

从“天外有天”，到“另一重天”

法国人诺贝尔·鲁兰是一名退休的大学教授。他初到中国是在1997年，受
邀在中国香港和内地访学。短暂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远胜
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从此，中国再没有离开过他的视野。

鲁兰的专业领域是人类学。当不能亲往中国时，他就用特别的方法考察中
国社会：读中国小说。鲁兰认为，好的小说可以直接传递中国社会的“鲜活画
面”，比学术著作更“易读”，却也更“难懂”。陈忠实、王安忆、阎连科、姜戎、刘慈
欣……鲁兰在中国作家的笔触间感知东方大国。

在鲁兰看来，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偏颇失实，不能令人信服。他
选择把自己对中国的观察与思考集结成一本400多页的学术随笔，与更多法国
人分享他眼中的中国。2022年10月，鲁兰的著作在法国出版，书名为《天外有
天》。他告诉记者，特意选了这个中国成语，是希望读者能开眼看中国。

2023年秋，鲁兰时隔26年再访他笔下的“另一重天”。一个月的行程，他感
受最深的是，“中国是多面的”。在上海“直指未来的高楼大厦丛林”间，他欣赏了
古雅清丽的昆曲《牡丹亭》选段；在贵阳周边一处苗家村寨的传统氛围中，他体验
了一把“加速强劲、乘坐舒适”的中国电动车……

作为人类学家，鲁兰自认是“多元文化主义者”。他说，只要西方能客观认识
中国，就会明白，中西之间本没有必然的对立，反而在很多方面可以相互借鉴。

新的一年，鲁兰说，他计划再访中国。 （新华社巴黎1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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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西利亚 1 月 22 日电
（记者卞卓丹）巴西联邦政府 22日
在巴西利亚宣布启动“巴西新工业”
计划，正式迈向新工业化道路。

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在启动仪式
上表示，目前国际市场竞争激烈，部
分国家保护主义抬头，为提高巴西

国际竞争力，必须加大投入促进巴
西产品出口。

据悉，该计划由巴西国家工业
发展委员会牵头制订，设定未来十
年的一系列发展目标，以扭转影响
巴西数十年的“去工业化进程”。

“巴西新工业”计划包含六项重

点任务，分别是建设保障粮食、营养
和能源安全的可持续及数字化的农
业产业链；建设健康产业经济综合
体；建设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卫生设
施、住房和交通；推动行业数字化转
型；推动绿色发展；推动事关国家主
权和国防的技术发展。

巴西副总统兼发展、工业与贸易
部长阿尔克明当天向卢拉提交了巴西
2024年至 2026年行动计划。计划显
示，联邦政府将为“巴西新工业”计划
提供 3000 亿雷亚尔（1美元约合 4.99
雷亚尔）融资。

巴西国家工业发展委员会由巴西
联邦政府20个部委、巴西国家社会经济
发展银行，以及代表民间社会、生产部
门和劳动者的21个实体机构组成。

巴 西 宣 布 启 动“ 巴 西 新 工 业 ”计 划

在太平洋岛国瑙鲁，尽管国土被
湛蓝的海水包围，生活和饮用的淡水
一直是困扰当地居民的难题。当地
人传统上依赖雨水收集来满足用水
需求，但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导致雨
水异常和海平面上升，给岛上1.1万
名居民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

刘晓娃20年前从中国广东来到
瑙鲁，目前在瑙鲁经营一家中餐厅。
她介绍说，高昂的水费是她每月不得
不面对的一笔巨额开支。去年以来
瑙鲁降雨量很少，雨水收集量非常有
限，餐厅不得不从岛上唯一一家海水
淡化厂购水。水厂的商用水每8立
方米价格接近360澳元（约合人民币
1700元），相当于每立方米水费超过
210元人民币。这8立方米商用水仅
能供餐厅使用三至四天。

相比商用水，民用水的价格要低
不少，但也约合每立方米45元人民
币，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水费是他们
生活中不小的负担。在海水淡化厂
供职的斯利姆也常常为用水头疼，他
告诉记者，家中每月水费开销要占到
他收入的十分之一。他在家里安装
了一个 4立方米储水罐，既收集雨
水，也储存从水厂买来的水。由于水
价太高，储水罐的水仅用于饮用，洗
衣洗澡等生活用水则要靠水泵抽取
岛上非常有限的地下水。

斯利姆说，除水费高昂外，海水
淡化厂有限的生产和运输能力，也使
得岛上居民的用水需求无法得到充

分满足。全厂只有三辆运水车，即便满
负荷运转，也难以保证将水及时送达居
民家中。

瑙鲁的供水困境，也是不少太平洋
岛国面临的共同挑战，而越来越明显的
气候变化使得这一挑战变得更加紧迫
和棘手。亚洲基金会的一项数据显示，
太平洋岛国只有约55%的人能获得基
本的饮用水，而气候变化正严重影响着
该地区有限的淡水资源。

依据瑙鲁和澳大利亚政府联合开
展的一项研究结果，自1950年以来，瑙
鲁平均气温每十年升高大约 0.15 至
0.25摄氏度，周边海表温度也表现相同
趋势。1993年以来，瑙鲁附近的海平
面每年上升约 5毫米，高于全球平均
水平。

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萨蒂延德拉·
普拉萨德曾公开表示，太平洋岛屿处于
气候变化的最前线，上升的海平面已经
危及了一些岛屿的淡水供应，岛民不得
不从其他岛屿获取饮用水。

2023年 11月召开的第52届太平
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期间，岛国领导
人一致呼吁全球立即采取行动，共同应
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斐济南太平洋大学学者凯什米尔·
马昆认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
变化的关键伙伴，“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伙伴关系倡议可以与太平洋岛国“蓝色
太平洋大陆2050发展战略”对接，助力
应对气候变化，改善人居环境。

（新华社亚伦1月22日电）

瑙鲁民众期待告别“靠天吃水”
新华社记者 刘锴 高阳 陈国龙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警方 1
月 22 日下午在伊利诺伊州乔利埃
特市两所住宅内发现 7 人中枪身
亡，该市 21 日还发生两起枪击案
致一死一伤。上述几起枪击案的
嫌犯已自杀身亡。

图为 1 月 22 日，警察在美国
伊利诺伊州乔利埃特市的案发现
场工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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