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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可以逆转？

最近，英国 《金融时报》 网站刊登
吉迪恩·拉赫曼的文章，题为 《“脱欧”
可以逆转——方法如下》。文章预测，重
新加入欧盟的想法将成为主流。文章甚
至提出，可以通过两次公投程序逆转

“脱欧”：2026 年举行第一次公投，允许
英国政府与欧盟展开谈判；第二次公投
则是关于重新加入欧盟协议的条款。

英国 《独立报》 近日主导的一项民
意调查显示：50%的受访者认为“‘脱欧’
导致英国全球地位下降”，56%的受访者
认为“‘脱欧’导致英国经济形势恶化”，
65%的受访者希望重新进行“脱欧”公
投。调查机构“舆观”进行的最新民意
调查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脱欧”是
个错误。

对“脱欧”的不满无疑源于对现实
的失望。

经济上，英国举步维艰。正在承受
高税收、高利率和高物价三重困扰的英
国，将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个陷入衰退的
主要经济体。在最新发布的 《世界经济
展 望》 报 告 中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 将 2023 年英国 GDP 增长预期从
去年10月的0.3%下调至-0.6%。

政治上，“脱欧”留下了一个政治极
化、社会分裂的英国。2016 年至今，英
国经历了 5 任首相。在接二连三的政治
动荡中上台的苏纳克，执政刚过百日，
支持率已经从去年 10 月的 52%跌至目前
的38%，不支持率则从48%升至63%。

军事上，英国实力大幅下降。据
“今日俄罗斯”报道，21世纪初，英国约
占国际军火市场份额的 7%；2022 年，
英国军火份额已不足 1%。分析人士指
出，由于国防工业衰落，即便投入大量
资金，也未必能解决英国军队的系统性
问题，因此英国必将在军事上严重依赖
美国。

外交上，非但“全球英国”的战略
目标没能实现，更在国内经济和国际环
境的双重作用下，进一步沦为美国的追
随者。分析指出，这固然是“英美特殊
关系”等原因所致，但究其根本，还是
英国政坛缺乏既定的、坚决的路线以及
其政治游戏规则造成的短视行为和战略
迷失。

当前，英国正面临一场史上罕见的
罢工潮。从高速公路员工到机场运输员
工，从邮政工人到铁路工人，从教师到
律师，从消防员到护士……几乎所有行
业都有罢工发生。2月1日，英国爆发了
1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参与罢工人
数达到约 50 万人。2 月 6 日，被视为英
国骄傲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爆发 75
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更糟糕
的是，英国媒体普遍认为，各种大规模
罢工很可能旷日持久。

“选择是有成本的”

“2016 年，‘脱欧派’选民以 52%对
48%的微弱优势战胜‘留欧派’选民，本身
就反映了民意的撕裂，当前英国的糟糕形
势则激化了民众对‘脱欧’的反面情绪，所
以反对‘脱欧’的比例上升。”复旦大学欧
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
教授丁纯对本报记者说，“英国‘脱欧’的
主要诉求之一是收回主权。英国认为自己
在欧盟体系内吃亏了。比如，英国一向以
自己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为荣，但是作为
欧盟成员国，其他成员国公民在英国也会
享受国民待遇，这让英国感觉自己的福利
被他人占用。但是，选择是有成本的。现在
的问题是，有些人觉得‘脱欧’后，英国所得
大于所失，不划算，所以有了反悔之意。”

“脱欧”使英国经济恶化，让家庭变
得更加贫困，谈判的不确定性对商业投
资造成了影响，新的贸易壁垒破坏了英
国和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这已经成为
经济学家们的共识。

BBC 指出，英国贸易相对于其经济
规模，总体而言已经下降。即使大多数
国家在疫情最严重时都出现了国际贸易
崩溃，但G7其他国家的贸易相对于其经
济规模都出现了反弹，但英国没有。数

据显示，2019年至 2021年间，由于与欧
盟的贸易大幅下降，英国贸易开放度

（贸易与GDP之比） 下降8个百分点。尽
管有疫情的不利影响，但英国的降幅至
少比可比国家高出 3 个百分点。贸易成
本上升还体现在英国企业在“脱欧”后
面临的繁文缛节中。在英国 2021年退出
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后，企业从英国进口
货物时必须填写的海关出口申报单增加
了两倍多，进口申报单增加了 50%。在商
业投资方面，2016年公投中断了英国商业
投资自 2009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增长趋
势。目前，英国商业投资比公投前的趋势
水平低 31%。相比之下，欧盟目前的商业
投资较2016年之前高出2%。

被“脱欧派”寄予厚望的自贸协定谈
判也不尽如人意。数据显示，到 2023 年
初，自由贸易协定覆盖的英国贸易份额为
61%，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协定生效后
将升至62%。不过，总体份额已经下降，而
且，英国政府未能实现到 2022 年底自由
贸易协定覆盖英国全部贸易80%的目标。
此外，英国与印度和跨太平洋协定成员国
的谈判仍在进行，所花时间比此前所希望
的要长。而英国与美国的贸易协议，则因
为北爱尔兰问题的影响，仍难以达成。

“虽然‘脱欧’有一定民意基础，但
其本身并非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而是
时任首相卡梅伦一次失败的政治赌博，

背后缺乏战略思考与对‘脱欧’后出路
的系统安排。英国根本没有想清楚为什
么‘脱欧’，其成本收益如何；尤其是对
于‘脱欧’以后该怎么做，英国内部没
有较一致的清晰思路与共识。‘脱欧’本
身带来劳动力短缺等一系列问题，再加
上外部的疫情、俄乌冲突等因素叠加影
响，英国走到了今天这个糟糕的地步。”
丁纯说。

“依然处在阵痛期和磨合期”

彭博社引用分析人士的话指出，“市
场反应表明，英国的错误在于，想象英
国‘脱欧’可能会释放出一只欧洲‘老
虎’”，但事实上，英国“脱欧”暴露并加
剧了英国经济的潜在弱点——生产率低、
商业投资低、全球竞争力下降，最引人注
目的是，政府缺乏应对这些问题的战略。

“英国依然处在‘后脱欧’阵痛期和
磨合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丁纯说，

“因为缺乏对‘脱欧’的整体规划，英国还
在寻找自身定位。‘全球英国’只是英国

‘脱欧’后对自身大体走向的一个概念，至
今仍很模糊。事实上，‘脱欧’之后，缺少了
欧盟支撑，英国只能更加倚重美国，和美
国绑得更紧。‘全球英国’所追求的‘开放、
外向和自信’根本无从谈起。”

接下来，英国面临着重重困难。各
大机构均对其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英
国不仅将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个陷入衰退
的主要经济体，IMF 预计，2024 年，英
国还将成为全球主要工业国中经济增长
最慢的国家。英国央行此前也预测，英
国GDP将连续两年负增长，将是英国一
个世纪以来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

“脱欧”给英国和欧盟关系造成的负
面影响还在继续。“北爱尔兰相关问题就
是遗留下来的一个棘手难题。虽然英国与
欧盟在相关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并签订
了‘北爱尔兰议定书’，但其中部分规定存
在问题，英欧双方至今仍无法就修改规定
达成一致。”丁纯说，“而且，在可预见的未
来，‘脱欧’相关问题谈判会进展缓慢。英
国面临国内一系列经济民生问题，包括通
胀高企、劳工短缺等，压力重重；欧盟则因
为俄乌冲突而焦头烂额，双方都没有太大
兴趣和精力进行谈判。”

当务之急是什么？英国 《金融时
报》 文章指出，各派政界人士都需要承
认英国“脱欧”的影响，并应该尽快充
实英国与欧盟仅有框架的 《英欧贸易合
作协定》。解决与北爱尔兰的贸易规则争
端将是可喜的一步。但英国还需要处理
阻碍其增长潜力的结构性因素。

“在这样一个过渡期，对英国经济前
景悲观是意料之中。但也应该看到，英
国也有自身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直
接、迅速、果敢的优势与特点，对经济
复苏有利。”丁纯说，“至于‘脱欧’的功
过，最终还是需要交给时间来判断。”

英国：三年前庆“脱欧”，三年后愁脱困
本报记者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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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全球新冠疫情和
俄乌冲突的叠加影响下，英国
通胀高企、经济衰退，政坛动
荡、外交失衡。在英国内部，
曾经倾向于“脱欧”的民意悄
然发生了变化，媒体上甚至出
现了逆转“脱欧”的言论。归

根究底，对“脱欧”的质疑与
反思源于残酷的现实离“脱
欧”时的乐观愿景相去甚远。
专家指出，英国“脱欧”缺乏
深思熟虑与整体规划，所以

“脱”出了一堆麻烦。接下
来，英国该何去何从呢？

环 球 热 点

2月8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迦，人们在麦田里劳作。位于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沙迦的这处农场面积为 400公顷，原来是一片沙漠，是为了减
少对进口小麦的依赖而新近开垦的。 新华社/路透

环 球

掠 影

阿联酋：沙漠变麦田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最新
数据显示，2023 年开年以来，美
国已发生 68 起大规模枪击案件，
相当于今年以来平均每天会发生
一起以上大规模枪击案件。美国
枪患顽疾愈发深入骨髓，交织在
历史、法律、利益、政治等多重
因素中，长期困扰美国社会，严
重侵犯民众生命权，成为难以抹
去的人权污点。

一 声 声 枪 响 ， 击 碎 了 所 谓
“人人得享不可剥夺的生存与自
由”的美国梦，但血的代价未能
改变枪支暴力引发的悲剧循环。
枪支暴力下的无辜受害者不断增
加，美国民众成了美国政府治理
失能的牺牲品。

美 国 枪 支 泛 滥 触 目 惊 心 。
1791 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
案赋予公民持枪权，从此持枪自
由被美国人视为一项重要的个人
权利。在这样的“枪支文化”作
用下，美国成为世界上民间拥有
枪支最多的国家。美国人口不到
全球 5%，民间拥枪数却占全球的
46%。数据显示，美国平均每 100
人拥有约 120.5支枪。无论是私人
拥枪总数，还是人均拥枪数量，
美国都高居世界第一。美国烟酒
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最新研究表
明，美国的枪支购买热潮丝毫没
有减弱迹象。

美国枪支暴力愈演愈烈。私
人拥有大量枪支引发接连不断的
暴力事件，给社会带来巨大伤
痛。有美国学者指出，美国在一
周时间内因枪支死亡的人数可能
超过整个西欧一年因枪支死亡的
人数。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的持
枪杀人率达到 1994 年以来的最高
水平。枪支伤害成为美国 1 至 44
岁人群的五大死因之一。2013 年
以来，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和死
亡人数均增长近3倍。校园枪声频
频响起，更是令人痛心。过去 10
年，美国共发生大规模校园枪击
案 27起。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和美联社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民调显示，21%的美国成年人曾经
历过枪支暴力。美国心理协会调查显示，1/3的美国
民众担心成为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受害者。

枪患猛于虎，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不治之症”。
每当大规模枪击惨案发生，都会在美国社会掀起讨论
枪支管控的热潮，但热潮过后，一切如旧，哀思和祈祷
不能阻止枪声再起。面对控枪议题，政客们夸夸其谈
却无所作为，互相推诿、敷衍塞责成为标准“套路”，控
枪始终难见实效。相互掣肘的政治体制、日益极化的
政治生态、无孔不入的利益集团、难以根除的种族歧
视，使全面禁枪几乎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与运作是枪支管控不力的
深层根源。各州关于枪支管控的规定松紧不一，枪
支管控和跨州执法愈发困难。共和党一贯支持民众
拥枪，而民主党则支持控枪。在当前美国政治极化
背景下，控枪立法举步维艰。“神通广大”的枪支游
说团体也是控枪的一大阻力。美国的集团政治和选
举政治为拥枪团体提供了合法渠道，使其能大搞金
钱政治。据跟踪政治资金用途的“公开秘密”组织
统计，1998至2022年，拥枪团体花费1.904亿美元用
于游说。在美国上一届国会中，曾获美国全国步枪
协会资助的议员多达262位，累计获得资助超过100
万美元的有19位，其中绝大多数是共和党议员。

枪患病根难除，让人们不得不怀疑“美式人
权”究竟成色几何。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从根本
上反思和改变金钱政治、治理失灵的现实，美国民
众将继续生活在枪支暴力的血色阴影之中。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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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月16日，法国多个行
业举行新一轮罢工。这是马克龙政府
提出退休改革草案以来的第五轮跨行
业大罢工。法国公共交通、教育、能
源等行业都受到严重冲击。

间隔短规模大

1 月以来，法国几轮罢工潮间隔
时间短、发生节奏快、爆发规模大。

根据法国内政部数据，1月19日、
1 月 31 日、2 月 7 日、2 月 11 日、2 月 16
日举行的反退休制度改革五轮示威
中，街头抗议者分别达到112万、127.2
万、75.7万、96.3万、44万人，第六轮示
威定于 3 月 7 日举行。受罢工影响，法
国不少城市交通瘫痪，许多学校停课，
众多公共服务中断。

法国罢工潮的导火索是退休制度
改革。今年1月10日，法国政府公布
退休制度改革方案。方案中引发争议
最大的内容是，从 2027 年开始，只
有工作满 43 年的法国人才有资格领
取全额养老金；到 2030 年时，将退
休年龄从目前的62岁提高至64岁。

改革举步维艰

“罢工在法国有社会传统。退休
制度改革主张延迟退休年龄，动了法

国民众的蛋糕，尤其涉及高风险职业
从业人员，多年来一直遭到抵制。”中
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
陈旸对本报记者表示，这项改革还会
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俄乌冲突升级
后的一年中，欧洲的食品和能源价格
不断上涨，退休改革方案让本就不满
的低学历、低收入阶级利益继续受损。

马克龙政府为何执意推行退休制
度改革方案？陈旸认为，首先是经济
原因，如果不延迟退休，法国的国家
养老金将不可持续。随着人口预期寿
命延长和法国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比
例急剧变化，法国养老金系统将于今
年正式进入赤字阶段，到 2030 年，
法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 135 亿欧元。
其次是源于马克龙个人的政治议程。
马克龙将养老金改革作为自己的竞选
口号，也是改革议程上最重要的目标
之一。如若推不动或者放弃，马克龙
将被视为弱势总统，政治声誉受损，
恐遭政治盟友质疑和对手的攻讦。

数据显示，相比欧洲其他国家的
退休年龄，如德国 67 岁、比利时 65
岁、丹麦 67 岁、意大利 67 岁、西班
牙 65 岁……法国 62 岁的退休年龄已
是最低门槛，不改革或将严重影响法
国在欧盟的竞争力。

有分析认为，法国退休制度之殇
的“罪魁祸首”，是 1982年密特朗总统

主导的左翼政府激进改革措施，将法
定退休年龄从 65 岁提前到 60 岁。此
举当时引发法国上下一片欢腾，密特
朗的声望也水涨船高。但这次改革是
一枚“裹满蜜糖的毒药”，以至于后
面多任法国政府都在不停补救。

罢工潮恐将持续

根据法国埃拉贝研究所于2月15
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报告，法国人广泛
支持工会联合组织发出的3月7日“让
全国停摆”这一呼吁。据法国 BFMTV
电视台报道，这项最新民调中，67%的
法国人反对退休制度改革法案。

1993 年巴拉迪尔总理改革、2003
年菲永总统改革、2010 年萨科齐总统
改革、2013—2014年奥朗德总统改革，
退休制度至马克龙总统第一任期已经
历五次改革，可谓法国内政改革篮子
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罢工潮恐将持续发展，不排除出
现更大规模罢工甚至引发社会骚乱的
可能性。但马克龙政府应该不会让步，
政府还有强推改革的法律手段和政策
工具。”陈旸表示，未来，法国政府将通
过谈判或部分条款的妥协，尽力安抚
工会，结束罢工。但倘若罢工严重影响
社会秩序，法国政府会毫不犹豫采取
强制措施干预。

法国罢工潮为何停不下来？
本报记者 贾平凡

2月1日，人们在英国伦敦参加罢工游行。当日，约50万英国教师、火车司
机和公务员举行罢工，要求增加薪酬。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