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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欧”情绪弥漫

据 《华尔街日报》 报道，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表
的最新民调显示，反对欧洲一体化的主张在欧洲越来越流
行。在接受调查的希腊、法国、西班牙、英国、波兰、匈
牙利、意大利、德国、瑞典、荷兰等10个欧盟主要成员国
1 万余名民众中，不希望留在欧盟的比例接近一半，而大
家对于欧盟的好感维持近半年来的趋势，持续下降。

最直观的一项统计是民众对于欧盟的支持率。对比
2015年和2016年的数据，法国和西班牙出现超过10个百分
点的下滑幅度，分别下滑17和16个百分点。德国、英国和
意大利等成员国同样不容乐观。

虽然另有调查显示，大部分欧洲民众仍然希望在即将
到来的公投中，英国最终选择留在欧盟，但这并不意味着
欧盟仍然有和过去一样多的拥趸。

早在今年 4月，荷兰就是否支持欧盟与乌克兰联系国
协定举行咨询性公投，超过 60%反对票的结果就让欧盟颇
为难堪。分析普遍认为，此次投票实际正是对荷兰民意究
竟“疑欧”还是“挺欧”的一次摸底。

如发起公投的荷兰民间组织所表示的，反对该协定的
根本原因是反对目前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决策机制，反
对欧盟成员国政府将权力让渡给欧盟。事实上，不仅是一
直坚定支持一体化进程的荷兰已开始对欧盟有所不满，在
皮尤研究中心的此次调查中，没有一个国家支持给予欧盟
更多权力。

“目前，在主流政党层面，法、德等欧盟的核心成员国
还是坚定的‘挺欧派’。但在民众层面，即使是这些核心国
家的民众都已出现不同程度的‘疑欧’情绪。而对于一些
相对边缘的欧盟成员国来说，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这种
情绪更泛滥、更强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
长崔洪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内外交困所致

如今的欧盟似乎不再那么受待见，曾经紧密的关系日
渐疏远，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分析认为，最直接的冲击来自迟迟没有良方的难民危
机。直到现在，欧盟始终未能拿出一个大多数成员国都能
接受且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难民危机持续撕裂着欧盟内
部的团结。法国《法兰西晚报》甚至直言，因为无力共同
应对难民危机，欧盟将面临灾难性后果，欧洲濒临“解
体”。

“除了难民，还有中东欧国家的移民问题。一般民众往
往关注的就是就业环境、工作机会、收入福利、社会安定
等直接具体的内容。移民的大量涌入让民众感到挑战，而
欧盟这几年的发展状况也给‘疑欧派’很多可趁之机。”武
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邢瑞磊向记者分析称。

的确，自 2009 年以来，从最初经济领域的债务危机，
到之后难民危机、恐袭威胁直触敏感的安全神经，欧盟总
在疲于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内外问题，其表现却乏善可
陈，这必然招致民众，包括一些成员国政府对其解决问题
能力的怀疑。

“随着欧盟内部各个成员国的政策不断趋同，欧盟在一
些领域拥有一定主导权，问题和风险更易在各成员国之间
扩散和传递。”崔洪建也指出，欧盟本身的这种结构特征，
一方面确实使各成员国面临越来越多相似的挑战，另一方
面则加剧了各国对于可能被牵累的担忧。

利益当前，曾经一荣俱荣的伙伴，能否共同承担如今
的一损俱损？答案恐怕是令人失望的。

此外，各国在欧盟内的不安全感还来自“主心骨”的
缺失。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接受法国《世界报》时曾直
言，已经习惯了作为欧盟发动机的法德轴心作用出现问题。

“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现在，一方面成
员国对欧盟官僚机构的能力产生质疑，另一方面又缺乏一
个有强烈意愿和解决方案的领导核心来控制局面，承担责
任。”崔洪建说。

西班牙 《世界报》 也认为，如今的欧盟至少面临英国
脱欧、难民、申根协定破裂、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兴起、
恐怖主义和内部安全、复苏疲软等六大危机，而当这些危
机叠加在一起，欧盟传递出的却是一种软弱无力、缺乏领
导力的迹象。“2016 年可能会成为欧洲一体化历
史上最艰难的一年。”对此，该报不无悲观地说。

◎未来关卡重重

如西班牙《世界报》所说，如今，欧洲几十
年来的一体化成果正面临一场风暴的威胁。那
么，被越来越重的“疑欧”情绪所困扰的欧盟，
最终将只是虚惊一场，还是就此走向分崩离析的

“不归路”？
迫在眉睫的英国“脱欧”公投无疑是一个重

要的关口。
“公投的最后结果将进一步验证大家对于欧

盟的信心还有多少。如果英国继续留下，那么目
前的‘疑欧’情绪可能在短期内得到一定的平

抑。反之，不排除一些国家有效仿的可能。”崔洪建指出，
一些中东欧、北欧以及南欧的成员国，离欧盟核心相对较
远，认同感相对较低，可能在之后因为有了分裂的先例而
出现类似的动向。

在此之前，捷克总理索博特卡就曾表示，如果英国退
欧，捷克也将在几年内就是否退出欧盟展开讨论。

而即便能在英国“脱欧”公投中幸运“闯关”，欧盟接
下来也仍将面临重重关卡。“能否有效应对难民危机，希腊
在获得救助、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能否保持国内政局的稳
定，法德等主要国家的‘疑欧’政党在明年国内大选中将
发展到怎样的程度，这些都将决定欧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
到维持和发展。”崔洪建说。

事实上，对欧盟而言，摆在眼前的问题显而易见。要
想转危为机，需要欧盟就目前内外交困的种种难题交上令
人满意的答卷，从而消除来自成员国的质疑和不满。

“欧洲一体化逐步走到今天，都是通过不断出现危机、
化解危机进而实现飞跃。这次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虽然对欧盟的未来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但邢瑞磊认为，如
果欧盟想继续在一体化的路上走下去，除了应对短期的危
机之外，还必须在区域合作的方式上考虑更多的因素，例
如在传统的国家力量和市场推动之外，重视社会层面的认
同和凝聚。

而欧盟能否找到维持长期安全、繁荣的新动力，外部
国际格局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欧盟能否妥善处理与周边
地区国家的关系，这些因素同样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欧盟的
未来及其内部对于一体化的认识与接受。

种种变数之下，欧盟要想再找回过去的强势，或许已
非易事。

支持率下降支持率下降 向心力减失向心力减失

欧盟一体化面临大考欧盟一体化面临大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瑜瑜

随着英国“脱欧”公投进入倒计时，欧盟即将迎来一场严
峻挑战。一体化进程是否就此转向，答案牵动人心。而近来一
项关于成员国民众对欧盟支持率的最新调查，或许将令欧盟领
导人及“挺欧派”更为坐立不安。这项由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
尤研究中心主持的调查显示，如今对于欧盟存在质疑态度的已
不只英国一家，几大成员国民众对欧盟的支持率都大幅下降，
欧盟似乎正在失去曾经那股强大的向心力。

环
球
热
点

据俄罗斯卫星网日前报道，为俄罗斯北方舰队建造的
“伊里亚·穆罗梅茨”号新一代破冰船已经于圣彼得堡“海
军部造船厂”下水。近来，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动作不断，与
美国的较量也从亚欧大陆延伸到了北冰洋。

开发北极 俄打出“组合拳”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消息，近日俄新一代破冰船

“伊里亚·穆罗梅茨”号在圣彼得堡的海军部造船厂举行
下水仪式，这也是俄罗斯海军 45 年来添置的首艘破冰
船。圣彼得堡市市长波尔塔夫琴科指出，该破冰船将用
于开发北极地区，并将于 2017年服役于舰队。据圣彼得
堡海军部造船厂总经理布扎科夫称，除了“伊里亚·穆罗
梅茨”号之外，还将建造2艘排水量为8500吨的破冰船。

近日，俄在北极地区可谓动作不断。据俄塔斯社报道，
7日，俄罗斯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局北方分站“莫尔恰诺夫
教授”号科考船开始了2016年度“北极浮动大学”项目航
行。

除了加大对北极的科学探索外，俄也非常重视北极
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军事部署。此前，俄副总理兼国家北
极发展委员会主席罗戈津就曾透露，为开发北极大陆
架，俄将从 2016 年年底起在远东红星造船厂建造船只。
在国家造船和设备发展项目的框架下，为北极大陆架实
施前瞻性项目的总投资额将达到 13.5 亿卢布 （约合 1.35
亿元人民币）。此外，俄航天集团还将向政府提交部署轨
道卫星群、观察北极地区的计划。

加紧争夺 地区战略意义重
俄作为北极域内国家，有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

随着北极域内国家加紧了对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和资源
开发，俄也加快了对北极地区争夺的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姜毅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破冰船的下水是俄在北极政策
的延续，反映出俄罗斯对于北极地区的关注和加大力量

投入的态度。
事实上，早在2月，俄就再次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

员会递交了扩大该国在北冰洋大陆架的提案。2016 年俄
在北极地区400个军事设施项目的建设、改造和部署工作
的计划也已全面铺开。

法新社也称，这进一步显示俄罗斯把军事发展的重
心放到了北极。

长期以来，俄一直对北极“情有独钟”。据姜毅分
析，随着技术的成熟以及全球变暖，北冰洋航线的货运
量与日俱增，其战略地位和经济作用日益凸显。另一方
面，北极的战略通道不仅可以连接俄的东西两线，也能
为俄罗斯的战略核潜艇提供一个相对安全隐蔽的发射
场，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对立加剧 北极成“催化剂”
姜毅认为：“北极地区成为了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

家的一个争夺的核心舞台，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立场分歧会

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保持甚至加剧对立和不信任的状态。”
面对俄的频频动作，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科

克伦近日称，已建议海军造船基金提供 10亿美元，用于
为海岸警卫队恢复已停产 20 余年的破冰船研制生产工
作。来自阿拉斯加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也指出：

“俄罗斯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美国《纽约时报》文章近期有文章分析指出，“转向

北极”是在重启冷战的模式化观念。可见俄罗斯在北极
的频频动作确实令美国感到了紧张。

但同时，姜毅也指出，北极地区现在的争夺还是在
权益上的争夺，很难演化为军事冲突，也不会使双边关
系急剧恶化，而是更多地产生催化作用。

此外，目前在北极还没有形成一个类似于南极公约
的文件。“随着各大国对这一地区的争夺不断加剧和频
繁，如果在资源开发、航道运用上形成垄断，对于其他
国家的权益也会产生较大的损害。”姜毅说。

频频布局北冰洋

““北极熊北极熊””又又让美国紧张了让美国紧张了
刘书含

图为“伊里亚·穆罗梅茨”号在圣彼得堡举行下水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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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巴厘岛艺术节日前在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登巴萨开幕。图为身着传统服饰的演员参
加第38届艺术节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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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国防部 12 日宣布，军方
在11日的行动中共打死46名塔利班
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军方发布的声明说，在过去一
天的数次清剿行动中，地面部队在
重型火炮和空军支援下，共打死46
名武装人员，另外击伤24人，逮捕
4人。

被击毙的除塔利班组织成员
外，还包括13名“伊斯兰国”武装
人员。

600

缅甸联邦政府 5 月 1 日启动禁
毒“百日计划”，截至6月9日，警
方仅在仰光就展开 210 次涉毒抓捕
行动，抓获涉毒人员超过600名。

据介绍，在仰光市和曼德勒市
启动的“达贡”和“亚德纳蓬”禁
毒行动是“百日计划”的优先项
目。

为期 3 个月的“百日计划”分
为两个阶段——打击毒品犯罪和禁
毒教育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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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海关总署10日说，科
特迪瓦警方日前在该国西南部查获
24 根走私象牙，总重量超过 150 公
斤。这是过去十几年间科特迪瓦查
获的最大一起走私象牙案。

科特迪瓦警方 8 日在科西南部
一带查获这批来自尼日利亚的象牙。

20世纪70年代，非洲生活着大
约 120 万头大象。时至今日，数量
已经锐减到40万至50万头。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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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佛罗里达州
奥兰多市一家夜总会
12 日凌晨发生枪击事
件，目前已造成至少
50 人 丧 生 、 53 人 受
伤 。 据 当 地 媒 体 报
道，枪手名为奥马尔·
马丁，现年 29 岁，是
阿富汗裔美国人，而
且可能与中东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有关
联。美国总统奥巴马
说，这起枪击事件是
恐怖和仇恨行径。

枪 击 事 件 发 生
后，随着越来越多的
细节被披露，阿富汗
人、穆斯林、“伊斯兰
国”等在近来恐怖袭
击事件中经常出现的
关键词再一次受到舆
论关注。于是，一些
人便把这起袭击与特
定宗教联系在一起。

据报道，美国总
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奥
兰多枪击事件发生后
立即宣称，这起事件
是 “ 伊 斯 兰 好 战 分
子”所为，而且再次
证明了他“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立场”的正
确性。在之前的竞选宣传活动中，这位总
统候选人还曾公开呼吁禁止穆斯林进入美
国，以消除美国发生恐怖袭击的危险。

这是一起美国有史以来由一名枪手制
造的伤亡最严重的枪击事件，但把它与特
定宗教或其信徒联系起来肯定是错误的。
美国著名反恐专家奥德丽·库尔思·克罗宁
在其主编的 《反恐大战略——美国如何打
击恐怖主义》一书中说：“恐怖主义从本质
上来说是个政治现象，是由政治动机驱动
并以政治诉求为结果的。”这位专家指出，
恐怖主义事件至少包括以下要素：政治
性，出其不意使用暴力，目标似乎随机，
是非政府行为者对无辜民众的攻击。

把恐怖行径同特定宗教联系起来，恰
恰是一些极端组织的惯用伎俩，是它们进
行宣传鼓动和为从事恐怖活动进行辩解的
一种手段。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创立者、约
旦籍恐怖分子扎卡维就认为，只有挑起宗
教和教派冲突，他领导的组织才可以在由
此产生的混乱局面中获利。他不仅主张对
非穆斯林实施恐怖袭击，而且主张袭击同
属伊斯兰教的什叶派信众。这个穷凶极恶
的恐怖分子于2006年6月7日被美国领导的
驻伊拉克联军部队炸死。

如果把迫害和打击特定宗教的信众作
为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手段，不仅达不到
目的，反而适得其反，给恐怖主义火上浇
油，并给恐怖分子愚弄民众、争取支持提
供口实。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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