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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此前报道，英国“脱欧”

与欧盟改革的相关议题成为2月18日至19日欧盟春季

峰会的焦点议题。英国首相府消息人士18日称，谈判

中“许多问题仍存严重分歧”。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此前曾表示，欧盟除了和英国达成协议“别无选择”。

当政治原则屈服于经济困境与社会危机时，“退

让”的欧盟给全球化带来的损失，恐怕远远大于其暂时

得到的安全。

一体化会否“归零”？
宦 佳 李亚楠

左图为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左） 与英国首相卡梅伦
（右） 在布鲁塞尔峰会期间交谈。 图片来源：美联社

左图为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左） 与英国首相卡梅伦
（右） 在布鲁塞尔峰会期间交谈。 图片来源：美联社纠结的纠结的欧盟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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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和3.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 2月18日在巴
黎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今明两年全球经
济增长率分别为3％和3.3％，比去年11月份该组织做
出的预期均下调0.3个百分点。

经合组织预测，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仍将十分缓
慢。美国经济今明两年将分别增长2.0％和2.2％，比
此前预期下调0.5和0.2个百分点；欧元区今明两年经
济增速分别为1.4％和1.7％，比此前预期下调0.4和
0.2个百分点；日本今年经济增速预计为0.8％，比此
前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明年经济增速为0.6％，比
此前预期上调0.1个百分点。

经合组织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前景将继续分
化。巴西经济今年将萎缩4％，明年则陷于停滞；处于
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将分别增长6.5％和6.2％，
与此前预期持平；印度经济今年增长预期上调0.1个百
分点至7.4％，明年则下调0.1个百分点至7.3％。

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在发布报告时
说，最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以及新兴国家债务增加加
剧了全球经济下滑的风险，各国亟待采取更强劲的政
策行动，通过更有力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来促进全
球经济增长。

▶ 6％

澳大利亚统计局2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月份澳大利亚失业率从5.8％增加到6％。

澳大利亚主流财经媒体《金融评论报》和澳大利
亚广播公司均表示，新的失业数据与此前多数经济学
家预测有些差距。

澳大利亚统计局宏观经济统计部负责人布鲁斯·霍
克曼说，尽管本月数据有所起伏，但从总体趋势来看，失
业率水平呈下降趋势，就业人口比例则有所增加。

澳大利亚就业部长迈克利娅·卡什认为该国就业市
场有相当大的潜力，从总体趋势看，澳就业增长轨迹
仍良好。她说，未来澳大利亚政府将继续专注于提高
劳动力参与度，对重要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推出新的
就业服务计划帮助失业人士重返职场。

▶ 4.08％

巴西中央银行2月18日宣布，在2014年经济仅增
长0.15％之后，该国经济去年衰退了4.08％。这是自
1990年以来巴西经济表现最差的一年。

巴西央行使用的是巴西经济活动指数 （IBC－
Br），它是由该机构设立的用于预测国内生产总值变化
趋势的指数。该指数在统计方法上与政府有所不同，
政府的数据将于3月3日由巴西地理统计局发布。

巴西央行的这一统计结果，比金融市场估计的负
3.71％还要差。此外，金融市场的预测还认为，今年
巴西经济将继续萎缩3.33％。

鉴于经济表现持续不好，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
公司17日再次下调了巴西的主权债务评级，从BB＋降
至BB，评级展望为负面。目前，在国际三大评级机构
中，只有穆迪还保持着巴西的投资级别。今年以来，
巴西还是无法平衡公共债务，罗塞夫总统曾向国会递
交法案，建议将财政目标进一步下调。

（均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海牙2月18日电（记者刘芳） 第59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 （荷赛） 评选结果18日在荷兰阿姆斯特
丹揭晓。来自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775名摄影师向本届比赛提交了82951幅作品。澳大利亚摄影师瓦伦·理查
森的作品《新生活的希望》获年度世界新闻图片大奖。在这张摄于2015年8月28日的黑白照片上，一名男子
正将一名婴儿送过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边境为阻挡难民潮而立的铁丝网。图为理查森在自己获奖的照片前。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16日宣布推出
一项名为“连接美国与东盟”的新计划，以协调并
促进双方的经济联系。为期两天的美国与东盟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于当天结束。奥巴马在会后表
示，通过这项计划，美国将在东南亚国家建立一
些中心机构，以更好地协调双方的经济往来，并
把更多的企业家和投资人聚合在一起。那么，美
国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是否能给东盟带来更
多利益？对地区战略形势和世界经济是否会带来
影响？这些都是大家广为关注的问题。

美国的经济“甜枣”

单从经济的角度讲，美国加强与东盟的合作
能够互利共赢。东盟国家近些年虽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但仍有一些国家深陷贫困，冲突频发。美国
若能增加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规模，协调与其经济
往来，将会对东盟的经济发展带来重要帮助。

另一方面讲，东盟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总
量为2.6万亿美元，年均涨幅达到4.6%，是一个
拥有6.2亿消费者的大市场，美国已认识到2030
年东盟或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加强与其
合作将带来丰硕的经济利益。

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东盟国家抓住自我
发展的有利契机，利用国内外良好的经济增长
环境，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此后又受
到中国经济的带动，该地区经济一直充满活
力。加之去年底东盟经济共同体成立，东盟 10
国又朝一体化迈进了一步。

除此之外，在这次的峰会上美国着重探讨
了经济合作的相关问题，并安排了 IBM、微软
和思科等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参加。由此可见，
奥巴马宣布推出这项名为“连接美国与东盟”
的新计划的确有经济利益的考量。

“甜枣”其实不是重心

自奥巴马上台高调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
后，美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据统计，自奥
巴马执政以来曾 7 次到访东南亚国家，6 次与东盟领导人会
晤。更在去年11月份推动双方关系由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
伴关系，并表示东盟将是促进亚洲稳定、繁荣与和平的重要力
量。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这次峰会称，奥巴马与东盟领袖们
的峰会是力争加强与“中国门槛边上”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

此前，美国大力推动排除中国在外的《跨太平洋战略经
济伙伴关系协议》（TPP）。目前，已有包括文莱、马来西
亚、新加坡、越南4个东盟成员国加入该协定，其他东盟国
家也对加入该协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据称这是美国“亚太
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奥巴马即将卸任的最后一年，于美国
本土举办这次东盟会议，意义绝不仅在于经济
利益。美国的重中之重是想争取东盟国家支
持，进一步推行它的亚太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室主
任、研究员袁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对美国
来说，在亚太地区，东北亚的活动余地已非常
小，美朝关系难解僵局。然而向南的活动空间
较大，加强对东盟的战略沟通是必然的。”

中国与东盟有陆海相连、比邻而居的地理
优势，双方在传统上有着密切的政治、经贸、
文化关系。近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的建立，中国成为东盟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高歌猛进让东南亚国
家成了国际关系中的香饽饽，美国重返亚洲的
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权，客
观上与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产生了一定的竞争
与博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张振江
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

东盟到底能得到什么实惠？

这项“连接美国与东盟”新计划究竟是否
会给东盟10国带来实惠呢？

根据白宫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是东盟10
国的最大投资国，同时东盟国家是美国的第四
大贸易伙伴。2015年双方的货物贸易额达到了
2260 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 5%。按照新计划
美国将“加强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合作，分享双
方企业在创业、知识产权和技术方面的经验。
提高东盟在信息技术领域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
能力。”如果此计划能够有效落实，可能将会
优化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提高其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同时，东盟作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如果能加强合作美国与
东盟的贸易额在明年也将突破新高。

然而，“雷声大，雨点小”，计划虽已公
布，但具体的合作措施、实施的步骤却没有更

多涉及。袁征称，“从现阶段来看，为时两天的东盟峰会其
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美国的意图更多是要表现出一
种合作姿态，让这次会议成为今后促进与东盟关系的连接
点，并以此炮制奥巴马外交的收官之作。所以，基本上不会
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如果美国只是想打着经济的幌子来实施地缘战略，那恐
怕最后的算盘难以打响。东盟国家作为亚洲首个区域共同
体，始终致力于促进东盟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并
积极扩大东盟在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从这点来
说，东盟为了自身的健康发展是不会愿意听人摆布，失去自
主的。他们需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发展环境。

日本自民党政治人物“语不惊人死不休”
的做派仍无止歇之态，该党法务部会长丸山和
也 17 日随口抛出有关美国总统的“黑人血统、
奴隶”等说法，更是震惊坊间，也令安倍阵营
头痛不已。

据此间多家主流媒体所曝，丸山在当天的
参院宪法审查会上言及“变革”之际针对美国
总统奥巴马称，“如今美国是黑人当上了总统，
继承着黑人的血统。这可是奴隶哟”。

之后丸山慌忙召开记者会致歉，称其“做
出了似乎会引发误解的发言”。要对议事记录中
有问题部分“删除和修正”。

而事实上丸山当天的“乱讲话”远不止此。例
如他在力挺修宪时竟称，日本若成为美国第51个

州，集体自卫权之
类的完全不会成为
问题。

近一时期来，
作为执政党的日本自民党内堪称“糗事一箩筐”。
包括安倍内阁重臣甘利明涉“收钱门”辞职，力倡
男性休陪产假承担责任的自民党议员宫崎，因在
妻子临产时偷情被揭而辞职等等。与此同时，政
府阁僚和自民党籍议员的频频“乱讲话”，更是遭
到日本社会和在野党方面的指责和追究。例如在
丸山之前，已有环境兼核能防灾大臣丸川珠代，
放言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所定的清污标准“毫无科
学根据”，引发哗然后不得不道歉撤回。

政治人物的频频“失言”，对正处于国会审
议新年度预算紧要关口，并即将面临参院选
战和正推出修宪盘算的安倍阵营方面显然十分
不利。故其党内已起“谨言慎行”之声。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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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难民潮照片获年度大奖欧洲难民潮照片获年度大奖

“大嘴政客”频现 安倍阵营头疼“大嘴政客”频现 安倍阵营头疼

【究竟是谁的胜利】

全球地缘政治一体化最为出色的“成果”来
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据 BBC 18 日报道，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在
参加欧盟峰会间隙接受采访称“我不会接受任何
不符合我们需要的协议。”

德国 《世界报》 16 日报道，欧盟及其成员国
正在就说服英国留在欧盟进行密集外交协商。欧
盟“三巨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洲理
事会主席图斯克及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更是在本
月 16日集体发声，呼吁避免欧盟分裂。他们期望
通过欧盟峰会找到解决困局的钥匙。

“这次峰会对于欧盟的团结，对于英国未来同
欧洲的关系，是一个关键时刻。”图斯克强调，如
果峰会无法达成协议，那么破裂的谈判“对于英
国和欧盟都是一个失败，但是对那些想分裂我们
的人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胜利”。

俄罗斯卫星网援引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理曼
努埃尔·瓦尔斯表示，“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
欧盟在今年 （2016 年） 就要瓦解了，这将是一个
可怕的倒退。”

此前卡梅伦曾表示，如果欧盟不就英国所关
心的领域进行改革，那么英国很有可能与欧盟

“分道扬镳”。不过，一旦欧盟与英国此次能对改
善关系达成共识，那么，原本英国计划在 2017 年
举行的“脱欧公投”可能提前至今年6月举行。

路透社此前援引卡梅伦亲信的话称，英国和
欧盟达成欧盟改革草案，允许 55％的欧盟成员国
小组进行修订或阻止立法倡议。而卡梅伦提出的

“关心领域的改革”包括竞争、主权、社会政策和
经济管理等方面。

事实上，英国留不留在欧盟，关键的问题不

在结果，而是这一“挑战”本身就给一体化的共
同体赖以生存的种种原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质
疑。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接受
本报采访时指出：“这是英国选举政治的要求，卡
梅伦当初上台时对选民做出过这样的承诺，是必
须将程序走完的。而且欧债危机后，英国选民不
乐意接受‘德国领导的欧盟’。英国是以此为谈判
筹码，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不能接受的“消失”】

“卡梅伦和英国人所不能接受的就是自己消失
在政治上实现一体化的欧盟当中。”法国 《论坛
报》 刊文称，虽然英国提出的欧盟作出精简、使
之“更加有效”的要求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但
英国也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现实，即欧洲大陆的
一体化程度已经因为欧元的实施而达到了很高的
程度，因而它必然会要求成员国通过税收和社会
政策趋同等方式来加强政治联系。

也就是说，这场“分手风波”闹得虽大，根
子却仍离不开“利益”二字。

英国 《金融时报》 刊文指出，卡梅伦期待重
新谈判会达到“两全其美”的结果——既在议事
桌上获得一席之地，又免除所有英国不喜欢的责
任。为了防止这一点，欧盟也下了一招“先手
棋”，此前与英国达成了欧盟改革草案。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表示，“这也是欧盟为接下来的谈判划定一个
范围，避免英国的要求过高。”

从与欧盟分家的“经济账”上来看，这一可
能或许也不大。高盛研究团队 16日指出，英国一
旦最终投票退出欧盟，英镑的下跌幅度可能高达
15%至 20%。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表示，
倘若脱离欧盟，英国将有约 4660 亿英镑规模的与

欧洲大陆贸易有受损风险。德意志银行、汇丰银
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银行近期都公开表示，如果
英国选择脱欧，都会将部分业务搬离英国。这样
来看，英国脱欧要付的分手费着实不菲。

显然这场角力双方各有顾虑。在“欧盟即将
瓦解”的高压和政治家们奔走游说下，并不想真
正分手的英国和极度挽留的欧盟也达成了某种默
契，崔洪建分析称：“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英国会
不会脱欧，而是欧盟能否达成共识、做出让步、
提供资源，帮助卡梅伦顺利渡过公投难关。”

【民族主义的“回归”？】

这一场危机或许最终能度过。在困境重重的
非常时期，欧盟应对现有问题的所有方案都已具
备，欠缺的是打破旧有原则和各国务实地应对。

但是，欧盟的“公信力”却到底被严重伤害了。
对于政客们吵得沸沸扬扬的“欧盟解体说”，

王义桅认为，“欧盟对成员国来说不再是解决问题
的唯一方案，只能成为选择之一，甚至成为引发
问题的源头。英国这种行为鼓励了欧盟内部民族
主义、各成员国各自为政思潮的兴盛，是对欧洲
一体化严重的挑战。”

德国 《瑞士商报》 网站发表鲁比尼全球经济
咨询公司主席埃尔·鲁比尼的文章称，2016年欧盟
可能会被证明是地缘政治的“归零地”。欧洲需要
的和欧洲人想要的之间的鸿沟增大，成员国走向
民族主义政策的越来越多，并因此破坏了找到欧
洲解决方案的机会。

“反自由主义的上升使得我们避免欧元区或者
欧盟分崩离析的责任更加关键。”鲁比尼认为。

欧洲的民族主义回归并不出人意料，但如果
现在不采取坚定的行动，最终会否导致和平、一
体化、全球化和超国家的欧盟的失败，值得深思。

★国际观察★国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