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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重塑全球汽车业，年产量将超过通用，直追大众和丰田

菲亚特克莱斯勒想联手雷诺做全球第三

■本报见习记者 李雪

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 快速全球化的市
场，汽车行业格局近日“迎风而动”。据多家外
媒报道，意大利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周一
向法国同业雷诺公司提出合并建议，交易规模
约 400 亿美元。如果交易得以完成，不仅将缔
造全球产量排名第三的汽车生产商，也将撼动
全球汽车业。

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2009年，美国汽车公司克莱斯勒破产重组
后， 菲亚特收购其部分股份。2014年两家公司
合并，并组建起现在的菲亚特克莱斯勒。目前
公司市值约 220亿美元，意大利著名的阿涅利
家族掌握约 29%的股份。 作为其同业竞争对
手，雷诺市值约达 190 亿美元，法国政府是最
大股东，掌握 15%的股份。

根据合并方案，两家集团各持有合并后新
公司 50%的股份，并将在电动汽车技术等领域
开展合作。

目前，雷诺方面认为这一提议“友好”，表
示“有兴趣”研究。

有美媒指出，这一合并是“强强联合”：菲
亚特克莱斯勒和雷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互补
性，前者在美国和 SUV市场表现强劲，而雷诺
在欧洲和开发电动汽车方面具有优势。

而合并后的公司将重塑全球汽车业：每年
将生产大约 870 万辆汽车， 超过通用汽车公
司，仅次于大众和丰田。

行业变革推动整合

两大车企抱团取暖的背后，是汽车业正经
历结构性变化的大背景。

当下，汽车业正面临重重挑战，在开发电
动汽车、 自动驾驶汽车和车内互联性方面，车
企面临巨大投资压力。另外，监管机构不断敦
促汽车制造商满足更严格的气候变化法规，中
国、美国、欧洲等全球较大市场的汽车销量不
断下滑，也给车企整合带来新的紧迫性。

挑战当前，谋求“抱团取暖”的不止这两家
公司。德国豪华汽车市场上的两大长期竞争对
手———宝马和戴姆勒公司已选择联手打造汽
车共享和其他新型移动服务。大众汽车、戴姆
勒、福特汽车和宝马也在联手建立遍及全欧洲
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大众汽车和福特汽车正
就共享新轻型商用车的技术进行谈判。

而这一合并， 也可能对其他同行产生影

响。路透社报道称，其他车企也可能会迫于压
力，寻找合作伙伴。

合并前景不乏风险

分析人士警告称，执行过程可能会出现复
杂局面，包括失败风险、雷诺的现有联盟以及
政界人士和工人反对的可能的裁员等。

一是对等合并面临失败风险。

分析人士指出， 谁将获得最高领导地位、

哪些品牌得到推广、 哪些得到较多投资等，都
是面临的问题，而对等合并可能给管理带来难
度。

在汽车业的交易历史上， 不乏失败案例。

戴姆勒和克莱斯勒上世纪 90年代的结盟被标榜
为对等合并，最终由于文化差异和互相指责而宣
告失败。

二是雷诺的现有联盟。

此次合并，雷诺的联盟伙伴日产和三菱却不
见身影。去年，日产前董事长戈恩被捕后，雷诺与
这两家日本公司的合作关系变得微妙起来。据报
道， 雷诺上月曾向日产汽车提出全面合并计划，

但被否决。知情人士表示，菲亚特克莱斯勒已将
合并谈判的条件设定为：雷诺同意在短期内不寻
求与日产达成交易，欢迎日本公司稍后加入合并
后的实体。

第三，就业问题。

法国政府表示十分赞赏合并的想法，但希望
更仔细地研究条件，特别是“雷诺的产业发展”和
员工的工作条件。法国具有影响力的法国总工会
则对裁员发出警告。

美国权威车评杂志 《凯利蓝皮书 》和
Autotrader执行出版人卡尔·布劳尔表示，合并将
会很复杂，“理论上，这是一个强大的组合，但是
把目标对准一个汽车实体，让所有人朝同一个方
向划船，可能不太现实”。

5月 27日，在日本东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右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二）共进工作午餐。

新华社发

打球、观赛、吃烤肉、见新天皇，与安倍长谈 3小时，但经贸分歧一个也没解决

特朗普访日：“令和甜度”难融“硬核问题”
■本报见习记者 陆依斐

5月 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 4

天的访日之行启程回国。

这几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来访的特朗
普精心“定制”行程：见日本新天皇、“高尔夫外
交”、 观看传统相扑比赛……美日领导人亦再
次大秀私人亲密关系和国家同盟关系。但分析
认为，尽管所谓的“美日新蜜月”看似增加了
“令和甜度”，但在热络的表象之下，却是难以
掩盖的分歧。

“吃喝玩乐”如度假

25日下午，特朗普抵达东京，开启了他作
为日本“令和”时代首位国宾的访问之行。第二
天上午，特朗普乘坐的专用直升机降落在千叶
县“茂原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上，安倍亲
自前往迎接。两人兴致盎然，“再续球缘”约两
个半小时。

这是特朗普和安倍第五次上演“高尔夫外
交”，尽管安倍去年在球场上摔了个“大马趴”，

两位领导人还是不忘玩起自拍，照片中的两人
面带笑容，颇有喜感。

高尔夫之后的午餐菜单也是一个亮点。据
日本外务省介绍，日方特意为特朗普准备了他
爱吃的双层芝士汉堡， 里头夹着美国进口牛
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日前刚刚放行美国牛
肉进入本国市场。

特朗普此次还受邀参加了一项颇具象征
意义的活动———观看相扑比赛，他也是首位观
看大相扑比赛的美国在任总统。26日下午，特
朗普夫妇与安倍夫妇一同观看大相扑夏季赛
事“千秋乐”比赛。两位领导人并未就座二楼贵
宾席，而是坐在相扑场地附近的“升席”上。日
方还特意为特朗普准备了座椅， 而非普通坐
垫。

在比赛最后，特朗普做了其他美国总统从
未做过的事情———穿着鞋子走上相扑场地，为
获胜选手颁发又大又重的“美国总统杯”。

结束相扑观战后，安倍夫妇与特朗普夫妇
来到东京六本木的炉端烧店，这顿晚餐包括烤
鸡肉、和牛、香草冰淇淋。据报道，日方选择这
家餐厅的初衷是考虑到特朗普偏爱食用红肉。

“吃喝玩乐”模式全开，沐浴在聚光灯下，

特朗普此行如度假般惬意。“周日 （5月 26日）

就是为了让特朗普开心。”美联社写道。有分析
认为，安倍为特朗普精心安排贵宾礼遇，是希
望其“带着好心情”进入下一环节。

边享受边放狠话

27日，特朗普此行终于进入“正题”，日本
新天皇德仁和皇后为其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据报道，德仁与特朗普在日本皇宫“竹之间”会
面大约 15分钟， 话题围绕德仁即位、 日美交
流、日本文化展开，气氛轻松友好。

据悉，安倍之所以成功说服特朗普对日本

进行国事访问，是因为他对这位原先不太乐意
来访的朋友说，对日本人而言，新天皇即位的
重要性相当于 “超级碗”（美国重量级体育赛
事）的 100倍。特朗普表示自己无法拒绝，他行
前在白宫吐露， 自己即将作为贵宾出席日本
“近 200年”一遇的“盛大活动”，难掩激动、得
意之情。

结束与德仁的会面后， 安倍与特朗普举
行了第 11 次日美首脑会谈。可惜，日方惬意
的行程安排还是没能“堵”住特朗普的狠话。

特朗普在会谈开始前表示，美日关系“从未像
现在这样好”，但他同时批评美日之间“巨大
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并称正在努力解决这个
问题。

据报道，这次会谈近 3小时，涉及贸易、朝
核、伊核等当前国际热点话题。双方在会晤后
没有发表联合声明， 而是召开联合记者会。日
媒认为，不发表联合声明的理由很简单，即日
美双方在所涉议题上存在分歧。 当天下午，特
朗普还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朝鲜绑架的日
方人员的亲属会面。

28日上午，特朗普与安倍一同前往横须贺
基地，登上“加贺”号直升机驱逐舰视察并发表
讲话，重申美日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据悉，这是
美国总统首次登上日本护卫舰。两位首脑一同
视察“准航母”“加贺”号，意在展现牢固的日美
同盟关系。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多次批评日本
在享受美国保护的同时“担当不足”。此次日方
安排特朗普登舰视察， 似乎意在提醒特朗普，

日本不仅愿意提升防御能力，而且愿意购买美
国军火。

当天下午，特朗普一行离开日本，结束此
次访问。

经贸僵局仍未破

尽管大秀亲密， 但双方分歧仍然难以掩
盖，尤其对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来说，念念不忘
的还是美日贸易逆差问题。布鲁金斯学会日本
问题专家米亚·索利斯认为， 安倍成功地避免
了特朗普的愤怒，但“未能使日本免受贸易方
面负面事态发展的影响”。

尽管安倍和特朗普 27日确认日美同盟关
系，但会谈未就日美贸易谈判中双方关心的实
质性问题达成一致。目前看来，日美关于这一
“硬核问题”短期内恐怕难有进展，因为双方存
在显著分歧，僵局难以打破。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指
出， 日美贸易协定谈判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其间有很多反复。双方在农产品、汽车关税上
存在分歧反映出一种结构性问题，这不是通过
见新天皇、吃烤肉等活动就能谈成的。鉴于双
方都不愿意让步，美日贸易谈判可能还会持续
一段时间。

确实，两国代表就贸易分歧举行了多轮磋
商。宋国友指出，美日无法达成贸易协定会对
美日关系产生影响，在贸易领域的重大分歧始
终是制约美日关系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但也要
看到，除了经贸，两国关系还受到安全、地缘政
治等因素影响。

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上海
交大日本研究中心顾问王少普说，特朗普上台
后推行“美国优先”和反全球化政策，这给美日
在经济领域造成矛盾，日本经济受到相当大的
伤害。其实，特朗普将日本视为经济竞争对手
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80年代， 那时日本

战后经济崛起和腾飞已“开花结果”。

特朗普就任后不仅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多次指责日美贸易尤
其是汽车领域的贸易“不公平”，还把日本关在
美国关税豁免的大门之外……特朗普的种种
举动也引发质疑———安倍讨好善变总统的策
略是否奏效？王少普认为，特朗普在经贸领域
的种种举动令日本很被动。

一方面，随着日本经济放缓，安倍正在试
图阻止特朗普政府实施破坏性的汽车关税政
策。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在安倍的笑容以及与
特朗普“个人友谊”的背后，隐藏着他对特朗普
威胁将加征日方汽车产品关税的深切不安。

另一方面，美方一直寻求扩大向日本出口
牛肉等农产品， 要求日方进一步开放市场，取
消或下调农产品关税。特朗普 25日说，希望这
次访问能调整美日贸易“失衡”状况，让双边贸
易“更公平一点”。

不过，由于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将在 7月
举行，为选情考虑，安倍可能在关税问题上态度
谨慎，尽量避免让步。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也
不得不斟酌，如果“极限施压”日方，可能不利于
安倍所在自民党的选情，进而动摇美日关系。值
得注意的是，谈及美日贸易谈判，特朗普 27日
表示，也许在 8月能公布一个很好的消息。这个
时间节点，也似有照顾到自民党选情之意。

安倍在 27日的记者会上也刻意回避了记
者有关日美贸易谈判的提问，转而强调日本企
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并表示双方在会谈中就
加快日美贸易谈判进程达成一致。分析人士认
为，这说明美日两国目前并未就双方关心的农
产品和汽车贸易等实质性问题达成一致，未来
两国贸易谈判仍将处于拉锯状态。

安全议题有“温差”

在安全方面，有分析称，日本的安全依赖
于美国，因此安倍一直寻求与特朗普建立友好
关系。眼下，日本正小心地关注着特朗普和朝
鲜最高领导人之间正在萌芽的友谊。日方希望
美方对朝核以及导弹项目保持施压，谋求美方
协助解决“绑架问题”。就近期朝鲜试射不明发
射体一事，美日表态“温差”很大。尽管双方都
认为朝鲜试射的是短程导弹，但是，特朗普 27

日在记者会上重申，并不为朝鲜近期进行的试
射活动感到 “困扰”。 这一观点与东道主日本
“唱反调”———日本政府表示，朝鲜最近试射短
程导弹违反联合国决议。这段“插曲”，无疑也
突显美日之间的不同步和分歧。

不少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访日象征意义
大于实际意义。不过，美日首脑近来走动得格
外频繁， 两人在未来一段时间仍有接触机会。

安倍 4月 26日至 27日刚刚造访华盛顿；特朗
普 5月 25日至 28日访问日本；特朗普还计划
出席 6 月底在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8

月，七国集团峰会将在法国举行；9月，联合国
大会将在纽约举行，特朗普和安倍或许还有更
多机会见面。

“奉承”策略收效几何

■本报见习记者 陆依斐

“在当今世界领导人中，美国总统特朗
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关系有点独特。”

英国广播公司（BBC）写道，安倍没有错过任
何与特朗普互动的机会，自特朗普出任美国
总统以来， 安倍与他的见面和通话超过 40

次。早前还有传闻称，安倍提名特朗普角逐
诺贝尔和平奖，日本政府既没有证实也没有
否认这一说法。

“面子”“里子”都给足
安倍这次对特朗普施展新一轮“魅力攻

势”，“为追求华盛顿与东京之间保持平稳、有
益的关系， 安倍与特朗普建立亲密的私人关
系， 而安倍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一关
系变得更牢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写道。

特朗普此行创下不少先例，日方不仅给
足“面子”，还给足了“里子”———给美方送上
两份“大礼”。

其一， 特朗普 27日在和安倍会谈后举
行的记者会上主动宣布： 日方有意购买 105

架 F-35隐形战机。

其二，日本政府 27日表示，拟将信息技
术和电讯行业列入限制外商投资的名单，新
规将从 8月 1日开始实施。尽管日方没有提
及哪些国家或公司将受影响，但有分析认为
这是日本在迎合美国近期的步调。

根据美国前贸易代表副助理格伦·福岛
的说法，特朗普自视甚高，喜欢当第一，如今
成为第一个去看相扑比赛的美国总统，第一
个见到新天皇的外国元首……安倍已经“摸
清”特朗普的心理，准备了红地毯、盛大仪
式，特朗普很享受这次访问。

“过于热情的推销员”

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东北亚事
务高级助理后藤志保子说：“从一开始，日本
的策略就是真正接触特朗普本人。正是因为
他们知道奉承心理，才让日本赢得了特朗普
的好感。” 安倍也为其他国家领导人创下先
例———如何与一位反复无常、无法预测的总
统接触并取得进展， 他的奉承做法引发关
注，甚至效仿。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有日本媒体将安
倍的做法称为“娱乐外交”。也有一些批评人
士认为，这位日本领导人就像一个过于热切
的推销员一样，卑躬屈膝。

对安倍而言，26日是他与特朗普面对面
共处一整天的难得机会，直到晚宴两人一直
形影不离。而对日本来说，关键问题在于，安
倍是否能将“魅力攻势”转化为实际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