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日，在德国汉堡，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握手。 新华社发

柑橘大国巴西日子不好过

欧美人早餐习惯改变导致橙汁需求量大幅下跌

说起健康饮品， 色泽诱人、 清香

扑 鼻 、 富 含 维C的 橙 汁 一 定 榜 上 有

名。 然而，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和饮食

习惯的改变， 橙汁正逐渐被糖份更低

的椰汁和具备 “排毒” 功效的蔬菜汁

替代。 在这场早餐饮品的较量中， 柑

橘生产大户巴西的日子着实不好过。
巴西与柑橘之间的联系可谓源远

流长。 早在1500年被葡萄牙人发现并

殖民开始， 巴西便凭借其出色的土壤

条件和充足的雨水光照， 成为橙树遍

布的一方沃土。
不过， 巴西崛起为柑橘大国是上

世纪6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 1962年，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橙子产地———美国

佛罗里达州的 柑 橘 作 物 遭 到 绿 果 病

（一种会导致果树无法坐果并最终枯

萎的病害） 和霜冻的双重打击， 大面

积减产 。 在这 场 北 美 洲 的 农 业 灾 难

中， 身处南半球的农业大国巴西的柑

橘产业得以迅速成长。 此后20年间，
高企的橙汁价格吸引了大量农民投身

橙子种植， 巴西柑橘果园的数量以每

年12%-18%的速度持续增长 ， 令 该

国最终占据全球橙子与橙汁市场的主

导地位。
巴西柑橘产销协会的统计数据显

示， 2015年巴西全国的果园面积超过

80万公顷， 其中橙子是种植最为广泛

的果类， 种植面积约为苹果的20倍。
在圣保罗州， 70%的果园面积都用于

种植橙树。
如今， 世界上每三个橙子中便有

一个产自巴西的圣保罗州或米纳斯吉

拉斯州。 此外， 像Cutrale和Citrosuco
这样的巴西果汁行业巨头甚至在美国

和葡萄牙建有自己的加工厂， 并且在

比利时的根特港和荷兰的鹿特丹港建

有自己的现代化码头———如此投资规

模所带来的低成本运营， 令其他国家

很难同他们竞争。
现年64岁的马克·安东尼奥·桑托

斯出生于圣保罗州的塔夸里廷加市。
同祖辈们一样， 他将自己毕生的汗水

都挥洒在了柑橘园中。 用桑托斯自己

的话说， “我并非出生在橙树下， 但

这恐怕是我人生中唯一与橙子无关的

片段”。 巴西作为全球橙子贸易当之

无愧的主导者， 桑托斯并不需要为自

己的生计担忧。 然而近年来， 数据却

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据英国 《卫报》 报道， 在刚刚过

去的2016-2017柑橘收获季， 巴西共

生产了2.42亿盒橙汁， 比三年前减少

了1.58亿盒， 跌幅高达40%。 巴西柑

橘产销协会负责人伊比亚帕巴·尼托

分析认为，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

人们早餐习惯的变化， 尤其是在橙汁

消费最为集中的欧美地区。
二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

橙汁可以说是欧美人早餐桌上最常见

的健康饮料。 但如今， 越来越快的生

活节奏让不少 年 轻 人 放 弃 了 家 庭 早

餐， 转而在上班路上购买一杯咖啡和

一块三明治。 与此同时， 一些营养学

专家指出， 一杯由两个橙子榨成的鲜

橙汁的含糖量等同于一杯250毫升的

汽水。 被贴上了 “高糖高热量” 标签

的橙汁风光不再，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将目光转向卡路里含量仅二分之一的

椰汁， 或是具备 “排毒” 功效的蔬菜

汁。 据巴西柑橘产销协会统计， 2012
年至2015年期间， 仅在英国， 橙汁消

费量就减少了1亿升， 而椰汁的销量

却增长了8000万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以出口为主的

巴西柑橘产业的处境日益艰难。 由于

所 生 产 的 橙 子95%以 上 都 出 口 到 国

外， 当汇率和国际商品价格等出现波

动时， 生产商很难通过国内市场进行

调节。 据悉， 很多在圣保罗州和米纳

斯吉拉斯州从事橙子种植的农民开始

改种柠檬和番石榴以减少损失。 “记
得15年前， 我所在的地区有大约2万

名橙子种植户， 而现在依然从事这一

行业的已不足6000人，” 桑托斯无不

惋惜地表示。
不过， 包括桑托斯在内的更多传

统橙子种植户并不甘心放弃祖辈们世

代从事的 工 作 。 据 报 道 ， 在 刚 刚 过

去的收获季 ， 他 们 为 每 一 瓶 销 往 英

美市场的橙汁捐出0.06雷亚尔 （约合

0.12元人民币） 用于产品推广。 “橙

汁饮用传统已经有数百年的历 史 ，”
尼托表示 ， “将 富 含 果 糖 的 橙 汁 和

添加蔗糖的汽水相提并论是可笑的，
因为两者在人 体 内 吸 收 的 速 度 截 然

不同。”

加纳首次送卫星进入太空
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的第一个

新华社微特稿 加纳首颗自主研制

的卫星 ７ 日进入太空。这是加纳 １９５７ 年

宣布独立以来，首次送卫星上天，加纳也

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首个送卫星上天的

国家。
“加纳卫星－１”号由加 纳 南 部 科 福

里杜亚市的私立高校国家大学学院耗时

两年研制，项目花费 ５ 万美元 （约合 ３４
万元人民币）。 ６ 月 １０ 日，“加纳卫星－１”
号由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送
入国际空间站， 本月 ７ 日再从国际空间

站放入距地约 ４１０ 公里的轨道。
“加纳卫星－１”号重约 １ 公斤，配备

高、低分辨率摄像头，可在太空播放加纳

国歌和其他纪念国家独立的歌曲。
“加纳卫星－１”号项目得 到 日 本 宇

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支持。 国家大学学

院约 ４００ 名师生观看了卫星入轨直播，
首个卫星信号很快被地面接收。

“加纳卫星－１”号将用 于 加 纳 海 岸

线绘制和太空科学研究。 项目协调员理

查德·达默说，“加纳卫星－１” 号入轨对

加纳而言意味着全新篇章， 为加纳太空

研究打开大门， 同时将帮助加纳推动卫

星技术应用，如通过卫星打击非法采矿。
（陈立希）

巴印在克什米尔地区交火
导致两名巴平民死亡，另有３人受伤

新华社北京 ７ 月 ８ 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伊斯兰堡、新德里记者报道：巴基斯

坦、 印度军队 ８ 日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

交火， 双方均指责对方朝己方开火并造

成人员伤亡。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天在一份声

明中说， 印度军队当天在克什米尔实际

控制线附近向巴方一侧“无故”开火，导

致两名巴平民死亡，另有 ３ 人受伤。
声明说， 印军使用轻重武器和迫击

炮等向实际控制线巴方一侧 “无故”开

火，巴军随即进行了有效回击。
当天， 巴基斯坦外交部召见印度驻

巴基斯坦副高级专员以示抗议，并表示，
印军“故意以平民作为目标，违背了国际

人道主义法则，应受到谴责”。

印度国防部发言人马尼什·梅赫塔

８ 日则称， 巴基斯坦军队当天早晨向印

控克什米尔地区开火， 印度军队对此进

行了回击。
据印度媒体报道， 巴基斯坦军队当

天早晨使用重型迫击炮对印控克什米尔

地区的哨所和村庄进行射击， 造成一名

印度士兵和他的妻子死亡。
印度军方人士说， 来自巴基斯坦方

面的炮击十分密集， 救援车辆无法到达

村庄接送伤员。
１９４７ 年印巴分治后，两国为争夺克

什米尔地区发生过两次战争。 ２００３ 年，
双方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一带达成停

火协议， 但此后双方仍时常指责对方破

坏停火协议。

中文成美国人第二常用外语

位居西班牙语之后

新华社洛杉矶７月７日电 （记者黄恒）
美国２４ ／ ７华尔街网站近日发布的调查结

果显示， 在美国居民最经常使用的外语

中，中文位居西班牙语之后，排名第二。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７日报道，

这项调查依据美国人口普查局２０１５年美

国消费者调查数据中的 “在家中最经常

使用的外语种类”选项，并参照了人口普

查局各州居民族裔情况。
美国有超过４０００万西班牙裔人口，

西班牙语在各州几乎都是居民最常使用

的外语， 经常讲中文的人口有２１０万，位

于次席。 此外，他加禄语、越南语、法语、
阿拉伯语和韩语的经常使用人口也超过

１００万。
在州层面，除去西班牙语，德语在１１

个州是最经常使用的外语，越南语在７个

州是最经常使用的外语， 最经常使用中

文的州包括阿肯色、马里兰、新泽西、纽

约和宾夕法尼亚州。
在加利福尼亚州， 他加禄语是西班

牙语之外居民最经常使用的外语， 使用

人口达８３．２万，占加州总人口的２．１％，其

后是中文、越南语、德语和法语。

■本报记者 陆纾文

安倍欲改组内阁以振士气
将撤换防卫大臣与法务大臣，麻生太郎等元老级人物将留任

日本多家主流媒体８日援引内部消

息说，首相安倍晋三打算不久改组内阁，
撤换防卫大臣稻田朋美。 内阁官房长官

菅义伟、 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等政权

中枢人物将留任。
受多起丑闻叠加打击， 安倍内阁民

意支持率持续走低。 能否借改组在改善

内阁形象同时加固政权底盘， 此次内阁

改组或许事关安倍政权今后成败。
《产经新闻》８日报道，安倍预计在８

月４日前后进行内阁改组。 届时，他将撤

换因多次失言被要求罢免的稻田， 与她

一起“下岗”的还有在共谋罪法案审议中

表现不力的法务大臣金田胜年。
报道说， 与安倍关系密切的厚生劳

动大臣盐崎恭久也会被替换。

稻田任职期间多次被质疑“不够格”：
首次以防卫相身份在国会接受质询便被

问哭；今年年初，卷入“地价门”丑闻，还就

此作出“失实”答辩；在最近举行的东京都

议会选举中，语出惊人，以国防部和自卫

队的名义要求选民为自民党投票，犯下原

则性错误；本月６日，在西日本地区汛情极

为严重的情况下， 与防卫省另外３名高官

同时擅离职守，被指救灾不力。
《朝日新闻》 分析， 虽然安倍视稻

田为重点培养对象， 一直予以袒护， 但

事到如今， 继续留任稻田可能使批评的

矛头转向安倍， 因此决定替换稻田。 日

本时政记者铃木哲夫说： “如果首相真

打算培养稻田， 那让她尝一下跌到谷底

的滋味也是一种爱。”

外务大臣（外相）一职人选也可能有

变。 现任外相岸田文雄被视为安倍接班

人之一。 安倍将综合考虑包括岸田个人

意向在内的因素， 可能任命岸田在自民

党内担任要职。 外相一职可能由自民党

政策调查委员会会长茂木敏充接任，茂

木曾任副外相，具备外交经验。
《产经新闻》说，在去年８月３日进行

的安倍内阁改组中，１９名阁僚中只有８人

是首次入阁。当时，自民党刚刚赢得参议

院选举胜利， 安倍在改组内阁时偏重政

权延续性。而这次，他将大幅改组内阁人

事，以期扭转颓势。
有分析称，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次子、

政坛明星小泉进次郎可能被安倍招揽入

阁， 但此时入阁可能给小泉形象带来负

面影响，他会如何选择尚未可知。
据日媒报道， 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

生太郎、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自民党干

事长二阶俊博、 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

等安倍政权的元老级人物将继续留任，
为安倍再次竞选连任自民党党首、 推动

修改日本和平宪法提供支持。
与此同时，《朝日新闻》等媒体报道，

安倍考虑在自民党内重新起用前经济再

生担当大臣甘利明。 甘利明颇受安倍倚

重，去年１月，甘利明因政治献金问题引

咎辞职。
《产经新闻》说，鉴于目前自民党内

讨论修宪的热情不够高涨， 为如期完成

修宪，安倍将安排自身所在党内派系“细
田派” 的国会议员集中精力从事党内事

务，加速推进修宪讨论。而负责在修宪问

题上协调内外的自民党政调会长人选将

成为今后关注的焦点。
安倍首次担任首相时， 内阁２００７年

因阁僚丑闻解体， 此次改组同样伴随风

险。 “如果在人事任命上失误，那会使首

相在党内的领导力降低。”一名自民党前

阁僚说。 刘秀玲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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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会”首晤成果超预期
G20峰会期间“老冤家”长谈2小时16分钟

7 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

统特朗普在 G20 汉堡峰会期间实现

首次会晤。俄罗斯官员表示，会谈成果

超出预期， 双方已就相当多的具体问

题达成共识，这些成果在一定意义上，
至少在心理上可以被视为“突破”。

煲电话粥不如见面聊

据媒体此前报道， 俄方计划中的

俄美元首会晤时间为 1 小时， 美方计

划时间则为半小时， 但实际持续时间

超过 2 小时。据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

森在会晤后对媒体透露， 此次会晤安

排计划中，美方估算为 35 分钟，但最

后竟然谈了 2 小时 16 分钟。
据报道， 俄美元首会晤形式为“2

加2”，即双方元首和外长参加会晤。两

国元首在简单寒暄后即进入闭门会谈

阶段。因担心影响后续日程，特朗普的

助手都有些不耐烦了， 派出第一夫人

亲自去提醒， 但特朗普和普京之后又

聊了一个多钟头。 而等待与普京会面

的日本首相安倍只能继续等待并表示

理解了。
媒体还对特朗普没有展示 “握手

杀”表示惊讶。 会晤前，坐在普京左侧

的特朗普格外友好地伸出了右手，普

京看似犹豫了一下，然后伸手，两只手

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在会见结束后的记者会上， 俄美

总统均表示见面很重要， 煲电话粥不

能代替见面聊。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报

道，特朗普强调，与普京见面是很大的

荣幸。 他表示，双方讨论了许多问题，
今后将继续商讨， 并热切期待今后的

会面。普京表示，此前双方通了多次电

话， 讨论了双边日程上的最重要问题

和国际热点问题， 但仅通电话显然不

够，必须进行直接的会谈。普京称：“很
高兴与您相识和见面， 希望会面将带

来积极成果。 ”

重点讨论在叙西南部
新建冲突降级区

正如媒体此前报道，叙利亚、乌克

兰、朝鲜半岛和双边合作，是此次俄美

元首会晤的主要议题。 普京在会晤后

对媒体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
叙利亚局势、 打击恐怖主义和网络安

全等问题。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登载了新闻公

报介绍会晤的相关情况。 关于叙利亚

问题， 俄美元首重点讨论了在叙利亚

西南部建立冲突降级区的事项。 当天

在约旦首都安曼，俄罗斯、美国和约旦

的谈判专家对在叙境内建立一个冲突

降级区达成共识。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

夫解释说， 美国是国际联盟驻叙西南

部部分省份的代表， 不与美国和约旦

沟通协调， 俄将难以在该地区与各政

治派别协商。
除了这一冲突降级区以外， 叙境

内还有另外 ３ 个冲突降级区，俄罗斯、
土耳其和伊朗三方在后 ３ 个冲突降级

区开展的活动不受美国和约旦限制。
关于乌克兰问题，拉夫罗夫表示，

双方会晤时， 美方介绍说白宫已任命

“促进解决乌克兰危机” 的特别代表。
俄美双方约定为两国协调解决乌克兰

问题的官方代表建立沟通渠道， 在依

托俄乌德法“乌克兰问题四方会谈”机
制的基础上，借助美方力量，推动执行

“明斯克 2 号协议”。
关于朝鲜半岛问题， 俄美元首分

别委托俄罗斯外长和美国国务卿继续

直接沟通， 并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就解决

包括朝鲜半岛问题在内的各种国际问题

加强协作。

为下一步接触开了个好头

此次会晤面临的挑战之大、 困难之

多是众所周知的， 俄美两国关系处于历

史最低点， 因此外界先前认为会面本身

才是关注的焦点， 其象征意义大于现实

成果。而从实际结果来看，此次会晤达成

了一些共识，但这些成果可否被视为“突
破”尚有待观察。

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称， 双方在

务实气氛中就叙利亚、乌克兰、朝鲜半岛

局势和网络安全进行了磋商。 拉夫罗夫

在会谈后对媒体表示， 俄美元首在会谈

时均坚持维护本国利益， 同时双方都希

望此次会谈能取得互利的协商结果。
拉夫罗夫认为， 两位总统通过会晤

证明，他们想要的不是对抗，而是达成互

惠协议。如果有这样的意向，那么协议迟

早会出现。拉夫罗夫强调，正是在这样具

体、务实的状态下，双方已就相当多具体

的事宜达成共识。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

主席科萨切夫认为， 普京与特朗普的会

谈成果超出预期 。 科萨切夫向 记 者 表

示： “有很多具体内容， 俄美两国在叙

利亚冲突等问题上开始实际合作， 开始

讨论一些决定两国关系性质的 重 要 问

题， 如乌克兰、 网络安全问题。” 据他

称， 这些成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

是 “突破”。
俄媒和分析人士认为， 就双方达成

的共识本身而言， 目前说双方关系实现

了突破为时尚早， 毕竟双方在叙利亚问

题政治解决、 如何落实 “明斯克 2 号协

议”等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依旧，一次

会晤显然无法承载如此多的重任。 但从

会谈结果上看，双方都实现了预期，为接

下来的进一步接触开了个好头。
拉夫罗夫评论说， 只要俄美元首愿

为解决某些问题寻找两国利益 的 平 衡

点，并开展合作，双方就会以理解和建设

性态度继续接触。
俄罗斯接下来更为关注的是， 美国

国内将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及其结果。
（本报莫斯科 7 月 8 日专电）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孙昌洪

EPA能拯救深陷困境的安倍吗
日本和欧盟达成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

7 月 6 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欧

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及欧盟执委会主席

容克举行会晤， 双方共同宣布日本欧盟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EPA） 谈判已达成

框架协议。
可以说， 日本和欧盟为了尽快达成

此份框架协议， 均付出了较大努力， 也

在个别核心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和

妥协。 比如说， 欧盟将在 EPA 生效后

的七年时间内， 逐步下调对日本汽车征

收的关税， 并在第八年取消相关关税；
而日本将开放部分国内的农产品市场，
并给予奶酪、 牛肉和猪肉等农副产品更

为优厚的进口条件。
尽管如此， 该框架协议的基本达成

并不意味着这一协议会即刻生效， 更何

况日本与欧盟之间仍在就保护投资者的

仲裁制度进行交涉、 磋商， 而且双方在

这一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 短期内或许

难以形成一定的共识与默契。

但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与欧盟之所

以急于达成框架协议并对外公布这一结

果， 背后各自均有考量。 尤其是对于日

本安倍政府而言， 这份协议的达成不仅

有助于其在国际政治舞台塑造 “自由贸

易旗手” 的 “光辉” 形象， 更有助于适

度缓和来自国内的反对意见， 暂时稳固

执政地位等。
首 先 ， 安 倍 政 府 意 图 借 助 日 欧

EPA 协议， 为 TPP 谈判创造条件 。 实

际 上 ， 在 美 国 特 朗 普 政 府 宣 布 退 出

TPP 之后 ， 日本就转而成了 TPP 谈判

的主导者与推动者。 日本意图建立一个

没有 美 国 参 加 的 TPP， 同 时 也 为 美 国

的随时回归提供必要的窗口。 但是， 失

去美国后的 TPP 谈判并不顺利 ， 各方

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 与 此 同

时， 日本的主导权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

么强大， 致使 TPP 谈判脱离了日本的

预设轨道。 在此背景下， 安倍政府急需

为 TPP 的下一步谈判创造良好的外部

环境， 而 EPA 框架协议的达成无疑是

重要的战略部署之一。 此外， 日美经济

对话的举行与日美同盟关系的稳固发展

也都对此传递了重要信号。
其次， 安倍政府意图借助在农业问

题上的让步， 进一步加速针对国内产业

的结构性改革进程。 坦率地说， 为达成

这一框架协议， 安倍政府在农产品进口

问题上做出了较大的妥协与让步， 但也

换来了在汽车及相关零部件出口上的丰

厚回报 。 从这一层面来看 ， 日 欧 EPA
的相关内容实则反映了 “安倍经济学”
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意图。 一方面， 安倍

政府希望打破国内农业被长期垄断的局

面， 通过引入外来压力， 迫使日本国内

农业团体及主要农业利益 “守成者” 实

施安倍政府所设计好的改革措 施 。 当

然， 安倍并不想放弃日本农业的整体，
只想牺牲部分缺乏足够竞争力的农业产

业， 以节约一定的资源投入为营造部分

具备充分竞争力的农产品及产业， 即所

谓的 “进攻性农业”， 提供条件。
另一方面， 安倍政府将继续扶持以

汽车为代表的日本制造业， 通过扩大出

口及抢占国际市场份额， 为日本制造业

的转型升级创造必要且足够的空间。 总

之， 安倍政府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目标是

“转弱变强、 做强为大”。
第三 ， 安倍 政 府 希 望 利 用 外 交 的

“优异成绩”， 适度缓和来自国内的批评

与否定。 众所周知， 不久前自民党在东

京都选举中完败， 甚至创下了该党在东

京都议会的历史最低议 席 数 。 更 为 糟

糕的是 ， 被视为安倍接班人之 一 的 现

任防卫相稻田朋美 ， 竟然在助 选 过 程

中发表有失水准的不当言论 ， 招 来 包

括 自 民 党 内 部 及 在 野 党 的 “大 面 积 ”
非议 。 对此 ， 作为党首且直接 参 与 选

举拉票活动的安倍晋三理应担 负 一 定

责任 。 但身为首相的安倍晋三 显 然 选

择了战术性 “逃避”， 并没有以一种正

确的态度来总结自民党的失利 与 自 己

的失误 。 而安倍本人又深陷 “加 计 学

园 ” 丑 闻 之 中 ， 直 接 招 致 了 信 任 危

机 。 鉴 于 此 ， 安 倍 急 需 必 要 的 “ 政

绩 ”， 证明其个人的执政能力与信誉 。
因此， 日欧 EPA 的框架协议或许在这

个关键节点发挥了必要作用 ， 既 转 移

了日本国民的关注焦点 ， 更为 安 倍 的

“华丽转身” 创造条件。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专家视点

■陈友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