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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旧金山10月17日电
（记者吴晓凌于荣）美国波音公司近日宣

布计划全球裁员约1.7万个岗位，与全球

航空制造的高需求形成强烈反差。事实

上，今年以来，波音负面消息不断，多型

号飞机出现安全事故，罢工裁员接踵而

至，生产经营亏损加剧，新款机型推迟交

付，市场评级几近沦落为“垃圾级”……美

国媒体不禁感叹，波音“正从糟糕走向更

糟糕”。

曾经是美国制造之“心”、曾经反映美

国制造之“兴”的波音，如今四面楚歌，不

仅暴露企业的安全与监管问题，更反映出

整个美国制造业深受“空心化”“政治化”

之累。美国政府违背规律、一意孤行的

“强行振兴”，难免造成一些行业气血淤堵

的衰竭之痛。

从精益求精，到四面楚歌

今年年初，一架阿拉斯加航空的737

MAX 9型飞机发生严重事故，导致联邦

航空管理局暂停了该机型的生产。调查

发现，波音在生产过程中存在质量控制和

员工培训方面的严重缺失，联邦航空监管

也被认为不够有效。

7月初，波音宣布与美国司法部就

2018年和2019年的两起737 MAX型客

机致命空难“原则上”达成认罪协议。今

年以来，波音还遭遇多起诉讼：除航班乘

客对波音提起集体诉讼外，连波音股东

也提起集体诉讼，称波音将利润置于安

全之上。

9月中旬起，波音公司西海岸工厂约

3.3万名员工罢工，劳资双方迄今未就薪

酬问题达成协议。罢工持续一个多月以

来，波音的商业飞机生产基本停摆，大量

资金储备被消耗。

波音此次宣布计划在全球范围内裁

员约10%，涉及岗位包括高管、经理和普

通员工。波音同时宣布再次推迟交付

777X型客机至2026年。除此之外，波音

今年还出现高管外流以及因该公司“星际

客机”飞船发生故障导致两名美国宇航员

滞留空间站等尴尬局面。

波音陷入经营困境，国际信用评级机

构纷纷考虑调整对该公司的评级。标准

普尔表示正考虑将波音的评级下调至“垃

圾级”。上个月，穆迪已表示考虑采取类

似举措。惠誉也强调波音经营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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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为导向的转变，让波音对公司必要的

管理和研发生产等都进行了压缩和简化。

虽愿望美好，但病根难消

波音和其他一些美国重要制造业企

业当前面临的生产和安全困境犹如一面

镜子，映射出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过

高、缺乏熟练技术工人、供应链断裂等诸

多问题。所谓重振美国制造，大多只能停

留在口号层面。

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美国许多公司将

生产外包到劳动力更具成本优势的国

家。以波音为例，公司将大量零部件生产

工作外包，仅承担最终组装工作，以最大

限度保证公司的效益。但业内人士指出，

波音过度依赖外包生产、忽视品质把控，

造成产品竞争力下降。

在技术工人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需

要高技能劳动力，但美国部分地区制造业

技术发展与熟练工人供应不匹配，技术工

人数量严重不足。新冠疫情后，市场对新

飞机需求激增，包括波音在内的飞机制造

企业需要新雇大量员工，特别是高级产业

工人以稳步提高产量，技术门槛明显更高。

在供应链层面，俄乌冲突及地缘政治

紧张加剧等因素导致全球及地区供应链

更趋复杂，增加了美国制造企业的运营风

险。波音这类对先进技术和特殊材料有

较高要求的制造企业对供应链要求更

高。当关键材料供应受限或技术转型面

临困难时，整个企业的生产进度和产品品

质自然深受影响。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评论说，美国

制造企业去年起加大了新工厂的建设力

度，尤其是在建造半导体工厂方面。这些

进展虽然比想象的要快，但仍需要相当长

的时间。

由兴衰转向，看政策因果

波音“从糟糕走向更加糟糕”的经历，

不仅是企业管理教材，更反映出美国偏狭

产业政策的诸多弊端，揭示“美国制造”兴

衰转向的政策因果。

美国建国初期，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

顿便提交了《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着

重强调发展制造业是国家经济独立的重

中之重，该份报告中的前瞻性思维为美国

制造业的后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向

外转移导致工业产值占比下降，引发社会

各界对美国“去工业化”的讨论。美国业

界认为，“去工业化”造成的“制造业空心

化”会导致就业下降、生产率增长停滞以

及创新环境缺失，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

为解决这一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后，从奥巴马的“再工业化”，到特朗

普的“美国优先”，再到拜登的“供应链韧

性”政策，美国出台了不少重振制造业的

政策，但路径和策略有所不同。

在此过程中，面对新兴经济体在制造

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强劲发展势

头，美国非但未从自身找原因，相反通过

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长臂管辖”措施

强拉制造业回流，催生生产成本上升、财

政支出承压、通胀高企、供应链受损等恶

果，致使一些本已空心化的产业虚不受

补、心力交瘁。

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公布的调查

结果，拜登政府雄心勃勃提出的制造业回

流计划实施两年多来，清洁技术和半导体

等领域的不少项目已陷入“难产”境地。

波音裁员凸显美国制造“心衰”之痛

以军准备在加沙北部
实施“投降或挨饿”计划吗？

据新华社加沙/耶路撒冷10月17日
电（记者黄泽民 王卓伦）以色列军队近

日在加沙地带北部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

外界怀疑以方打算在当地实施“投降或挨

饿”计划。何为“投降或挨饿”计划？加沙

北部民众生活目前如何？国际社会如何

看待以军行动？

何为“投降或挨饿”计划

“投降或挨饿”计划由以色列前国家

安全顾问吉奥拉·埃兰德提出。该计划要

求将加沙地带北部所有居民疏散到南部

人道主义区，留在北部的人将面临饥饿。

美联社日前援引以色列知情人士的

话报道说，留在加沙地带北部的人将被视

为战斗人员，这意味着以军将有权杀死他

们，并剥夺他们的食物、水、药品和燃料。

该计划旨在实现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北部

的控制，试图在没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

运动（哈马斯）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新政府，

将加沙地带一分为二。

以色列国防军10月6日发表声明称，

根据情报、形势评估以及以军的实地活

动，以军认为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地区

有不少武装分子，哈马斯正努力重建其在

该地区的作战能力，因此以军开始在该地

区开展行动。

以色列媒体《国土报》13日援引知情

人士的话说，该行动可能是为实施所谓的

“投降或挨饿”计划奠定基础。

加沙北部现状如何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

程处主任专员菲利普·拉扎里尼14日在社

交媒体上表示，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已进

行长达两周的密集空袭和地面行动，导致

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超过40万人被

困在该地区。杰巴利耶难民营受打击最

为严重，约有5万人被迫逃离。

撤离令严重影响加沙地带各地，导致

一波又一波民众流离失所。联合国15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

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发布超过65

项撤离令。即使排除掉已经被撤销的撤离

令，加沙地带仍有约84%的区域处于撤离

令之下。仅仅在过去10天里，就有至少7.5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在北部地区。

持续的袭击和围困导致人道主义灾

难迅速恶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

厅15日表示，加沙地带北部地区粮食安

全状况迅速恶化，进入加沙地带的粮食援

助已降至数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商业货物

几乎无法运入。此外，因为燃料、血液和

部分药品严重短缺，加之持续不断的军事

行动，北加沙省的所有3家医院里，许多

手术无法进行。

45岁的巴勒斯坦人艾哈迈德·阿萨

莱亚刚从杰巴利耶逃难到北部的沙提难

民营。他告诉新华社记者，一路上爆炸声

不绝于耳。“死亡离我们很近，我们在轰炸

和枪林弹雨中奇迹般地逃了出来。但现

在的生活又怎样呢？过去一周我的孩子

们只吃了几口饭。他们怎么活得下来？”

国际社会如何反应

菲利普·拉扎里尼14日在社交媒体

上表示，国际人道主义法明确规定，不能

用武力迫使人们流离失所，平民在任何时

候都应受到保护，如果他们选择留下，就

应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在加沙地带，

有太多红线被逾越了。

法国外交部14日发表声明说，法国

对加沙地带北部极其严重的局势深表关

切，任何强迫平民流离失所的行为都将

构成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阿布·鲁代

纳日前表示，美国持续为以色列提供政

治、经济和军事支持，使其能够继续打击

巴勒斯坦人，并藐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决

议，这种支持阻碍了对以色列暴行的问

责，并加剧了加沙地带紧张局势。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15日发表文

章认为，实施“投降或挨饿”计划效果很有

限。由于哈马斯储存了物资，他们中的许

多人能够生存下去。相反，该计划对被扣

押人员构成了风险，因为随着物资供应减

少，他们可能是第一批被剥夺食物和水的

人。文章还指出，即便围攻目标是哈马

斯，这并不能免除以色列允许人道主义援

助进入的义务。如果以色列对加沙地带

北部实施围困，即使合法，它也会面临严

厉批评，同时加剧对其战争罪行的指控。

2024年6月18日，在美国华盛顿，人们在波音CEO戴夫·卡尔霍恩出席国会听
证会期间举牌抗议。 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