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国际观察10 责编：张 红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6年10月27日 星期四

双重博弈

欧盟与加拿大完成谈判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
定》原定于10月27日在欧加峰会上正式签署，这份
经历了7年时间才好不容易谈下来的自贸协定已经
在27个成员国国内获批。然而，在最后时刻，比利
时联邦政府中瓦隆大区区议会却投出了反对票。
“欧盟对外商签的最近几个自贸协定中，CETA

是最有希望谈成的，因为欧盟与加拿大的目标、利
益、取向基本一致。”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兼职教授王
宏禹博士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比利时瓦隆大区的反
对声音比较令人意外。他们给出的反对理由是，
CETA会影响瓦隆大区的就业。”

对此，加拿大方面表态强硬。据德新社消息，
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同比利时
瓦隆大区地方政府官员谈判失败后几乎泪洒当场，
情绪激动地称加欧自贸协定“变得不可能了”。并称
加拿大已经尽力，而“欧盟目前尚不具备签署国际
协定的能力，加拿大对此非常失望”。
“瓦隆大区的反对可能是一种国内政治的双重博

弈。在比利时内部经济权利的分配上，包括政府预
算对几个大区的分配中，瓦隆大区可能觉得自己的
利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所以通过手中的投票权力
给联邦政府施压。”王宏禹说，“加拿大方面的强硬
表态也可以理解为给欧盟内部投票进程施加压力。
我个人对CETA的最终达成还是比较乐观，但是协
议的签署还需要更多时间，可能现在最需要的是比
利时联邦政府对瓦隆大区进行一定的妥协和抚慰。”

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晓通教
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表达了乐观的态度：“CETA
谈下来是没问题的。毕竟，抵抗的力量很微弱了。
而且，比利时是支持欧盟一体化的。瓦隆大区或者
比利时联邦政府可能会提出一些要求，但是因为块
头小，解决起来应该不会太困难。”

信誉受损

“一个欧盟国家的小小地方政府竟然有权力阻挠
代表欧盟5亿人口签署的协定，欧洲的贸易政策已
陷入混乱。”英国《金融时报》这样说。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也强调，如果CETA签
署被终止，很可能会就此毁掉欧盟作为一个贸易伙

伴的可信度，欧盟未来将很难再与其他地区签署类
似协定。“关于欧加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我
必须要说我现在非常担心，一方面担心欧盟错失与
加拿大这个重要伙伴达成的这么好的贸易协定，另
一方面也担心欧盟因此丧失它的信誉度。”
“近期最有望成功的贸易协定出现问题，欧盟的

信誉度必然受到打击。”王宏禹说，“此前英国脱欧
已经对欧盟造成很大损害，如今内部决策又出现问
题，欧盟的信誉度和实力都受到很大影响。”
“欧盟成员国把对外谈判的权力交给了欧盟委员

会，但是欧委会在谈判过程中必须时刻向成员国汇
报，而且，最终拍板的权力还是在成员国政府。”张
晓通说，“此次瓦隆大区的反对让欧盟对外谈判的权
威性受到了挑战，这对将来TTIP、英国脱欧之后的
贸易协定等谈判必将带来负面影响。”
“欧盟的贸易政策无法在这样的世界生存，即贸

易协定必须由欧盟所有国家的议会以及下级立法机
构通过‘民主化’表决后才能生效。”《金融时报》
引用欧盟前贸易专员彼得?曼德尔森的话说，“这是
插入欧洲贸易政策心脏的一把匕首，这样的政策必
须恢复至由欧盟胜任机构独家决定。”

王宏禹认为，无论是此次CETA受挫还是前不
久的英国脱欧，对欧盟打击最大的是损伤了其“制
度自信”。“欧洲一体化的制度发展受到了质疑。这
些事件对于欧盟制度自信造成的影响远远大于经济
影响。”他说。

迎难而上

“该事件令欧盟领导人蒙羞，他们本希望与加拿
大的这个‘新一代’贸易协定能为全球树立一个标
杆，并为将来与美国达成更大的贸易协定铺平道
路。”《金融时报》这样评论。

不过，欧盟和加拿大还没有放弃希望。据BBC
报道，图斯克在推特上留言：我们认为周四的峰会
依然有希望。希望所有方面共同努力解决问题，还
有时间。
“瓦隆大区的反对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世界贸易

发展中逆全球化的趋势。”王宏禹说，“区域自贸协
定其实是‘躺枪’。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公众一心想
改变现状。政府、精英层面努力推动区域自贸协
定。但是，不满现状的民众就会把这些协定当作标
靶来反对。专家们已经指出区域贸易协定将有利于
欧盟整体经济的稳步提升和总体就业岗位的增加，

但是面临打击的领域内可能失业的人发出最强烈的
反对声音，那些受益者却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就
是欧盟决策面临的公众环境。”

不过，欧盟还在努力。针对民众关心的问题，
图斯克表示，各成员国已经达成一致，将在短期内
达成一项关于贸易保护工具的紧急措施，以显示欧
盟保护民众利益的诚意。“我们的民众越来越担心欧
盟推进的自贸谈判会影响欧盟的自身利益。我担心
如果不能够证明我们对于保护欧盟消费者、工人以
及企业的态度非常严肃，那么我们未来将很难推进
任何一个自贸协定的谈判。我们针对这个问题获得
了最新进展。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尽快达成
一项关于欧盟贸易保护工具现代化的紧急协议，并
且已经将这一任务交由各国贸易部长去完成。”

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从欧盟发展的历
史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危机后欧盟都会在制度化
层面上更进一步。这一点在之前的欧债危机中已经
得到了体现。”王宏禹说，“欧洲一体化最初的发展
动机依然存在，欧洲国家需要抱团取暖。欧盟不会
走回头路，也不会轻易解体，而是会在每次危机后
通过各种制度设计让欧盟这个机构更加完善。这个
过程是痛苦的，但是欧盟还是会继续走下去。”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自10月24日
起，法国将花一周的时间清除该国最大难民
聚集区——位于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的加来
难民“丛林”。事实上，欧洲多个国家都纷纷
收紧难民政策，拆“丛林”、建“围墙”……
这些措施挡得住汹涌的难民大军吗？

收紧政策

在这场难民危机开始之初，欧洲各国展
现出对难民冷热不均的态度。而如今，由于
不断涌入的难民带来了较严重的治安和安全
隐患，欧洲多国纷纷收紧难民过境政策，形
成了较为一致的局面。

据法国当地媒体报道，由于法国政府担
心加来难民“丛林”为恐怖分子的藏匿和策
划恐袭提供便利，制造更多流血恐袭事件，
所以决定清除加来难民“丛林”。当然，法国
政府的“强拆”并非粗暴赶走难民，而是先
将难民有序疏导到其他地区的安置场所，再
对“丛林”里的建筑进行拆除。

几乎同时，英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称，
为了防止非法移民通过海底隧道偷渡入境，
英国政府出资，要在加来主要通道两侧修建
被称为“加来长城”的混凝土围墙。该项工
程预计将于年底前完工。

在这次难民潮中，德国一直被认为是欧洲对难民最为宽
容的国家，仅去年就接纳近一百万名难民。然而，随着国内
社会舆论对难民态度的转向，德国的难民政策也开始紧缩。

此外，瑞典重启边界管控，计划驱逐8万难民。芬兰计划
驱逐2/3在2015年抵达芬兰的难民。丹麦要收取难民超过一
定金额的财物。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
亚、马其顿等位于难民“巴尔干路线”上的国家达成协议，
共同阻止持不合格证件者以及经济移民入境。

出尔反尔

不可否认，自从欧洲国家收缩难民政策后，不少国家取
得了控制难民的初步成果。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外交学院教
授高飞说道：“收紧难民政策使欧洲难民数量明显减少了。”

比如，瑞典移民局数据显示，去年瑞典全年共有约16.3
万名难民庇护申请者，而今年截至目前难民庇护申请人数仅
为19270。
“对于难民的产生，欧洲国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

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但是，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却出尔反尔了。
“欧洲国家目前的政策是对之前政策的彻底颠覆。当初他

们打着人权的旗号介入难民问题，却忘记了要负责任地保护
难民。”高飞说。

而且，收紧的难民政策虽然初见成效，但是却带来了其
他一些问题。比如，欧洲各国收紧难民政策令稳定运作20年
的申根协议出现了动摇。有分析认为，随着瑞典、丹麦等国
加强边境管控措施，更多国家可能加入恢复边境管控的队
伍，欧盟申根协定下的人员自由流动将受到挑战。

前路漫漫

面对难民潮，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在边界拉上铁丝网。然
而，无论是紧缩难民政策或是封锁边界，对抵挡持续涌入欧
洲的难民和非法移民而言，显然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分析普遍认为，若要彻底解决欧洲当前的难民问题，必
须促进欧洲难民最大来源的叙利亚内战早日结束，真正实现
和平，让难民重返家园。

也有专家指出，欧盟还需反思其内部管理体制。高飞
说：“欧洲一体化取消了国家间边界。在太平盛世，一体化是
好的。然而，在乱世，一体化是坏的。一体化下的国家会一
起受益，同时也会一起遭殃。”
“难民危机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因此还会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影响欧洲的边界安全、社会稳定、福利制度、经济发
展等。”王义桅说。

针对中国福建宏芯基金并购德国爱思强公司一案，
德国经济部21日决定撤销9月初颁发的“无危害证明”，
重启审查程序。此举令德企股东和投资者都蒙受损失，
德国媒体和经济界也对政府的出尔反尔感到意外。业内
人士表示，若失信于海外投资者，将对德国吸引外资带
来负面影响。

成立于1983年的爱思强公司是德国半导体设备供应
商，目前经营困难并陷于亏损。今年5月，中国福建宏芯
基金表示有意并购爱思强，并于7月底正式发布要约文
件，拟以每股6欧元的价格收购爱思强公司已发行股票，
整个并购交易规模约6.7亿欧元。

德国经济部9月 8日向中资收购爱思强一案颁发了
“无危害证明”，意味着德国政府认为该并购行为对德国
的公共秩序和安全不构成威胁。然而仅一个半月后，德
国政府突然宣布撤销该证明。

爱思强公司24日通过新闻公报发布了关于经济部撤
销“无危害证明”的消息。当天，爱思强在德国法兰克
福证交所和美国纳斯达克的股价分别暴跌15％和11％。
《法兰克福汇报》文章指出，爱思强公司的投资者，

尤其是小股东成了政府保护主义的受害者。作为一个可
以信赖、遵守规则和自己所做决定的政府，德国经济部

的行为令人无法理解。
德国经济界普遍认为，政府扛起保护主义大旗、干

预外资并购对德国企业有害无益。不仅是中国投资者，
来自美国等其他欧盟以外的投资者也会对德国政府的反
应感到不确定，进而远离德国市场。同时，一些陷入困
境的德国企业将失去借助海外资本重整旗鼓的机会。

2016年以来，中资海外并购步伐明显加快。根据德国统
计机构安永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投资者对德国企业的
投资额升至108亿美元，接近过去10年总投资额的两倍。

基于对过去几年中企并购德企后实施可持续经营策
略的观察，一些德国机构和专家表示，德国政府对中资
并购的担忧甚至恐惧是“不理性的”。

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指出，许多案例已经表明，没
有理由对中资并购感到忧虑。中国投资者在并购德企后
并没有让企业搬迁，甚至还增加了工作岗位。中国企业
的目标是推动被收购企业继续向前发展，甚至扩张。

大成律师事务所柏林分所合伙人麦荷曼认为，德国
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仅凭一己之力很难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投资者为它们提供助力，同时中国企业也借此提升
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实现了共赢。

（据新华社电）

欧盟和加拿大自贸协定（CETA）谈判

始于2009年。2014年，双方完成自贸协定

谈判。之后，开始等待欧盟28个成员国政

府同意。

在CETA协定中，欧盟与加拿大双方

决定取消双边贸易中99%的关税，给彼此

的服务和投资提供新的市场准入。在政府

采购方面，加拿大不仅承诺在联邦层面对

欧盟开放，且在省州层面也会实施开放。

这一重大突破将给欧盟企业进入加拿大市

场提供独特的机遇。

据估计，CETA有望促进双边货物和服务

贸易增长23%，达260亿欧元，从而促进双方

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协议实施后，欧盟每年

的GDP有望增长120亿欧元。

比利时法语区反对 欧加贸易协定难签

欧盟体制权威性再遇挑战
本报记者 张 红

10月27日，本是欧盟与加拿大综合经济贸易

协定（CETA）签署的日子。如今，CETA却因为仅

有350万人的比利时瓦隆大区反对而岌岌可危。欧

盟信誉遭遇挑战。CETA或许不会真的“黄”了，

但是，接下来的英国脱欧谈判以及跨大西洋贸易

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却增加了更多不

确定性。从欧债危机、英国脱欧到CETA受挫，欧

洲一体化不断遭遇挑战与质疑。一体化的道路还

走得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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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在墨西哥首

都墨西哥城，人们参加“卡特

里娜游行”。

“卡特里娜骷髅”是墨西

哥版画家何塞?瓜达卢佩?波萨
达于 1913年创作的版画形

象，也是墨西哥“亡灵节”的

重要形象。每年的11月1日和

2日是墨西哥的传统节日“亡

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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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政府干预中资并购令多方意外
沈忠浩

220套
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

局10月25日通报说，49家俄罗

斯国防工业和民用企业将参加

2016中国珠海航展，计划展出

超过220套军用装备。

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

说，今年珠海航展俄罗斯展台

将是最大展台之一，参展的俄

方企业包括俄罗斯国防出口公

司、金刚石－安泰公司、俄罗

斯直升机公司、苏霍伊公司等。

4200名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10月24

日说，在上周末被救起的4200

余名偷渡客已被送到意大利南部

西西里岛，一同抵岸的还有17

具尸体。

海岸警卫队仅22日一天就

进行了多达20次救援，约2400

名偷渡客获救。目前，所有被救

起的偷渡客都已抵达西西里岛各

港口。

(均据新华社电)

330名
挪威国防部24日发表声明

说，美国将从2017年1月起以

轮换驻扎的形式向挪威中部的韦

恩内斯军事基地临时部署约330

名海军陆战队军人。

声明中说，美国提议加强其

在挪威的训练和演习，挪威对此

表示非常欢迎。根据计划，挪威

将在2017年试行期间对运行情

况进行评估，然后再决定2017

年以后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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