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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道路

公投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随着英国公投日期的临近，各方一再强调英国脱

欧将付出的代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日
前发布的研究报告，如果英国公投后选择脱离欧盟，
将加大英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对经济造成“负面且显
著”的打击。根据报告，脱欧后最糟糕的情况会是英
国经济将逐步走弱、迈向衰退。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
时表示，如果 23 日的英国公投结果是英国退出欧
盟，那可能是欧盟和整个西方政治文明解体的开始。

脱欧的话，英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会陷入尴尬。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部主任崔洪建接受本报采访
时分析：“一方面，英国和欧盟的关系被削弱。另一
方面，英国本指望能取得美国的支持，在脱欧后能单
独和美国进行经贸谈判。但是，奥巴马访英时明确表
态，如果英国脱欧，可能要等上 10 年才能和美国谈
判达成新的贸易协定。此外，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
他国家而言，英国脱欧后，欧盟分成两个市场，相比
较而言，欧盟自然是更大的市场。”

留在欧盟也并不意味着英国能喜笑颜开。今年 2
月，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峰会上，就有关欧盟改革
方案达成一致。欧盟 28 个会员国取得共识，就英国
提出的改革方案达成妥协。卡梅伦表示，英国在欧盟
中获得“特殊地位”。但是，崔洪建认为：“尽管英国
在与欧盟达成的‘改革’协议中看似获益不少，其关
于移民、减少欧盟干预、保持英镑地位以及非政治一
体化方向等四大诉求基本上得到了后者的积极回应。
但是，如果英国公投决定留欧，这些协议就要进一步
讨论细节。而且，今后要维护英国的这种‘特殊地
位’，会有许多涉及全体欧盟成员国利益的具体问
题，到时欧盟能否履行承诺，现在都很难说。”

究竟怎样选才符合英国的利益？崔洪建说：“那
要看说的是谁的英国。对于‘疑欧派’而言，脱离欧
盟，去更大的平台上才能获得更大利益。但是‘留欧
派’认为，脱欧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英国应该在守
住自己在欧盟特殊地位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和经济体
交往，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民意撕裂

脱欧还是留欧？多项民调显示，留欧与脱欧呈现
拉锯状态，各有领先。随着公投日的临近，“脱欧
派”甚至曾一度占据优势。

16日，主张留在欧盟的女议员乔·考克斯在英格
兰北部参加选区活动时遭枪击身亡。她的遇害震惊英
国政坛，两个阵营都决定暂停宣传活动。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报道，19 日，“脱欧公
投”造势活动恢复，3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风向再有
转变。YouGov为 《星期日泰晤士报》 进行的民调显
示，留欧派以44%的支持率领先“脱欧派”一个百分
点。YouGov的另一项民调显示，在不到一周的时间
内，“脱欧派”的领先幅度从7个百分点减至2个百分
点。民调公司 Survation 的调查结果也显示，“留欧
派”的支持率为45%，“脱欧派”为42%。

“表面上是民意变化反映出的留欧、脱欧两大阵
营之间的势均力敌，背后则是英国各派政治势力乃至
政治经济精英们的激烈角力。”崔洪建说，“卡梅伦首
相在2013年1月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发表的正式讲
话，是‘退欧’问题成为政治议程的标志，这是执政
的保守党内部斗争激化、卡梅伦对此掌控乏力的结
果。尽管‘疑欧’势力在保守党内有深厚传统，而且
自欧债危机以来更有上升之势，但被视为‘亲欧派’
的卡梅伦成为了‘退欧’公投的‘推手’，表明其已
难以掌控党内形势。因此，将党内纷争公开化并将其
与大选相捆绑，保住其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并领导保守
党获胜，成为卡梅伦的首要政治目标。”

大选结果证明，卡梅伦实现了其首要政治目标。
但是，事态接下来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公投本
是用来安抚‘疑欧派’实现党内团结，但是几个重要
人物转向‘疑欧派’，进一步带动了两派的对立和僵
持，这是卡梅伦没有想到的。”崔洪建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
义桅表示，议员遇害事件发生后，人们对于脱欧的动
机产生了怀疑。很多疑欧的势力已经转向暴力化、恐
怖化，让大家感觉到还是应该回到欧洲的大家庭里
面，通过理性的方式决定英国的未来，而不是现在这
样靠情绪化的方式撕裂民意，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请不要走”

公投在即，国内外掀起了“深情挽留”的声浪。
在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纷纷表态。英国经济学

人杂志最新一期在封面明确发声，刊发名为 《分裂
则亡》 的文章。文中指出，欧盟的确不完美，有时
候令人发狂，但是留在欧盟相比脱欧而言是好得多
的选择。即使英国选择脱离欧盟，也无法离开欧
洲。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文章称，在欧元区政治家们
拿出对策之前，欧元区的市场压力将加剧。在这种情况
下，从英国发出的冲击波，可能直接通过英吉利海峡传
导至欧洲大陆，增加英国在脱欧后面临的挑战。

一贯以严峻风格和理性批判著称的德国老牌政治
期刊《明镜》也一反常态，在6月11日刊发的期刊封
面上印上大大的英国米字旗，用德语和英语温情脉脉
地写着“请不要走”。 本期中所有与“英国退欧”有
关的文章都破例采用了德、英双语撰写，目的是希望
英国的读者能够无障碍地接收到来自这本杂志的深情
挽留。与此同时，杂志在英国的售价也从往日的 5.2
英镑下调至2英镑，以鼓励英国读者购买。

不过，挽留归挽留，各方也在做准备。英国央行将
增加对英镑流动性的投放，以确保英国的银行体系在
潜在的混乱时刻，依然能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运作。

欧洲央行已准备资金支持。欧洲央行管委诺沃特
尼 16 日表示，该行和英国央行已经同意在必要时相
互提供流动性。据《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策制定
者正与欧洲同僚进行着频繁沟通，讨论英国脱欧后应
当如何安抚市场。

英国脱欧公投不仅令各大央行严阵以待，更令全
球顶级投行提前进入准备状态。公投结束的当天，或
许会成为 25年来金融市场最为震荡的 24小时。路透
社报道称，花旗、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及高盛等顶
级投行都安排驻伦敦的资深员工和交易员当天彻夜工
作或随时待命。

但是，没有人能确定，公投后究竟会发生什么。
英国民众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世界屏息以待。

据外媒报道，近日，欧盟发表声明说：“因
俄罗斯非法兼并克里米亚和塞凡堡所采取的限制
性措施，已由欧洲理事会延长到 2017 年 6 月 23
日。”

善意难挡制裁

近来，俄欧双方频频释放对彼此的善意。
就在几天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参加圣彼得堡国

际经济论坛开幕式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这是
乌克兰危机发生两年来欧盟最高级别领导人首次访俄。
除容克以外，出席本次国际经济论坛的还有意大利总理
伦齐、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以及联合
国秘书长潘基文。众多欧洲企业代表出席，一些美国企
业巨头也无视政府“风向”参加了论坛。俄罗斯总统普
京 17日在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讲，表示俄愿与欧盟一
道修补因乌克兰危机而恶化的关系。

上个月，普京签署特赦令，释放乌克兰女飞行员萨
夫琴科。俄外长拉夫罗夫和总统普京先后访问匈牙利和
希腊。普京日前表示，俄欧作为伙伴，需进行平等和公
平的对话以解决分歧，双方“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于俄方主动抛出的“橄榄枝”，西方普遍表示欢
迎。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能源部长加布里尔日前表
示，赞成逐步取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德国外长施
泰因迈尔表示，若执行明斯克协议取得实质性进展，
可以考虑逐步解除对俄制裁。法国前总统萨科奇表
示，他主张欧洲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我们不能让自
己受损失”。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俄欧关系已经拨开乌云的时
候，欧盟延长了对俄制裁。

原因何在

欧盟延长对俄制裁的原因何在？
来自美国的压力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俄分析人

士认为，美国不愿看到俄欧以任何形式接近。因为在军
事上这意味着其主要竞争对手地位的巩固，在经济上则

不符合美国欲将欧盟最大限度地与自己捆绑在一起的愿
望。外交学院教授高飞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美国在
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进行的军演，实际上显示了美国对
欧洲的强硬姿态。尽管容克曾扬言不应该在对待俄罗斯
的问题上总是听从“美国的命令”，但是在涉及西方核心
利益或共同价值观的问题上，欧盟依然与美国保持“同
步”。

对俄政策还受到欧盟内部两股力量牵制。一方面，
意大利、希腊和其他南欧国家主张取消制裁。另一方
面，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国则要求继续制裁。高
飞认为：“有一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并理解俄罗斯的
政策，但是，欧盟内部程序的原因使得它无论做什么都
是非常困难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延长制裁、维持现有
政策是比较重要的。”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是欧盟对俄进行制裁的根源所
在。乌克兰问题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完全取消对俄制
裁就很难获得欧盟全票通过。俄方虽与欧盟“重修旧
好”心切，却不愿率先取消对欧的制裁，更不会因欧盟
的制裁而在对乌政策上作出根本调整。双方这场制裁与
反制裁的博弈战，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取消制裁是大趋势

俄罗斯是欧盟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是俄罗斯第一
大贸易伙伴。欧盟还是俄罗斯主要投资来源地。俄欧双
方经济依存度极高，制裁对双方的“杀伤力”都很大。

对于延长制裁的决议，普京表示他自己不会怨恨欧
盟，他还是愿意推动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

对于欧盟内部近来不断发出要求取消对俄制裁的声
音，高飞相信，逐渐地这种声音会越来越强。短期内，
双方会继续保持政治上冷对抗的状态，但是从长期来
看，取消制裁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俄罗斯对这方面
是有充分的外交经验的，我相信俄欧双方都会在这条路
上不断地寻找新机会。”高飞说。

中国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
中国领土。中国最早发现、命名
和开发经营南海诸岛并持续对其
实施主权管辖。二战时期，日本
一度侵占南沙群岛。战后的 《开
罗宣言》 和 《波茨坦公告》 等国
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必须归还
窃取的中国领土，其中就包括南
沙群岛。战争结束后，日本也明
确承诺，放弃对南沙群岛的权利
主张，由中国收复南沙群岛。

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
不存在所谓的南海问题，国际社
会普遍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
并无国家提出异议。现在嗓门很
高的国家还以外交照会、公开出
版地图等方式承认或默认南沙群
岛是中国的领土。直至 1968 年南
海发现丰富油气资源开始，菲律
宾、越南等国家违背 《联合国宪
章》 及其所确认的相互尊重主权
和领土完整原则，派兵武力侵占
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并首先
开始了岛礁建设，有不怀好意的
西方国家借此开始炒作，由此产
生南沙群岛领土争议，这才是南
海问题的核心和根源。

解决南海问题，无论是通过
双边、多边或是仲裁方式，最根
本的是秉持善意，坦诚相待，通
过友好磋商和谈判，才有可能相
向而行，妥善解决争端。

但在中菲两国已通过联合声
明、公报等双边文件多次重申通
过谈判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同时
中国与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共同签
署了 2002 年 《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 的情况下，菲未与中方交换
意见单方面就南海争议提起强制
仲裁，可谓背信弃义；菲丝毫不
顾及中国早在 2006 年将海域划界
争端排除适用强制仲裁的国际声
明，企图利用仲裁将其非法窃取
南沙岛礁的行为“洗白”，可谓贼喊捉贼；明知主
权争议这种复杂问题在没有双方参与是毫无意义
的前提下，任由连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都未签
署的西方某大国摆布，可谓跳梁小丑。显而易
见，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变成了一场披着法律外衣
的政治闹剧和挑衅，这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

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和谈判，中国与 14个陆
地邻国中的 12个国家妥善解决了边界问题，划定
和勘定的边界线长度达2万公里，占中国陆地边界
总长度的 90%。在海上，2000 年，中国与越南通
过谈判签署协定，划定了两国在北部湾的海上边
界。2015年 11月的吉隆坡东亚峰会上，李克强总
理又重申了中方倡导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
路，并就妥善解决南海问题提出五点倡议，这些
都充分表明了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决心和诚意。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眼睛都是雪亮的，南
海的和平来之不易，世界的和平来之不易，需要
相关各方通过实际行动共同珍惜和维护，而秉持
善意，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魂。

（作者为中国驻毛里求斯共和国大使）

公投在即，
英国准备好了吗？

本报记者 张 红

★环球热点★环球热点

23 日 ， 英 国 公 投 ， 将 决 定 到 底 是 “ 留 欧 ” 还 是

“脱欧”。“去还是留，这是个问题。”哈姆雷特之问摆

到了全体英国民众面前。问题是，英国准备好接受公

投的结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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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递“橄榄枝枝”” 照打照打““制裁牌制裁牌””

俄欧制裁与反制裁之路还长反制裁之路还长
孙孙 萌萌

6月18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参赛者在龙舟赛中奋力划桨。当天，加拿大多伦多举办2016年国际龙舟节，为期两
天，吸引了来自美洲、欧洲与亚洲的逾5000名爱好者参赛。 邹 峥摄 （新华社发）

多伦多举办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举办国际龙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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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联邦检察院18日向媒体证实，比
警方 17日夜间同时在全国多地开展反恐行
动，抓捕12名涉恐嫌疑人。

据介绍，比利时警方当晚主要在首都布
鲁塞尔多个区以及该国南部和北部多个地方
开展共40余次搜查行动，12人因涉嫌参与恐
怖组织、企图实施袭击被捕。警方在行动中
还突袭了150余个可疑车库，但未发现有武
器或爆炸物。

6月15日，比利时媒体援引反恐部门消
息报道说，有情报显示新一伙叙利亚“圣
战”分子或经土耳其和希腊潜入欧洲大陆，
欲在“近期”袭击法国和比利时。

224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 19日
分别发表声明，证实近两日内交
换了224名战俘。

交换战俘是联合国主导的也
门停火协议的一部分。也门交战
各方于4月签署停火协议，希望
结束战争。然而，停火协议自签
署以来从未完全生效。在联合国
斡旋下，也门新一轮和谈目前正
在科威特进行。

2014 年 9 月，胡塞武装武
力夺取首都萨那，也门总统哈迪
与其内阁成员被迫流亡沙特阿拉
伯。2015年3月，沙特等国对胡
塞武装发起“果断风暴”军事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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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尼日利亚媒体 19 日报
道，尼西南部奥贡州伊姆辛社区
17 日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
击，至少15名平民被枪杀。

奥贡州警方发言人穆伊瓦·
阿德乔比证实袭击发生，称大约
100 名武装人员闯入伊姆辛社
区，见人就杀。不过，阿德乔比
并未确认袭击导致的具体伤亡情
况。

奥贡州警方正在对袭击事件
展开调查。尽管尚无任何组织宣
称实施此次袭击，舆论认为，连
日来在尼日利亚境内频施袭击的
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可能性最
大。

数 字 天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