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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明显转变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最高贸易官员
开启了与欧盟恢复贸易谈判的大门。”《金融时
报》 这样形容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和欧盟贸易
专员马尔姆斯特伦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首
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如何让 《跨大西洋贸
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起死回生是
核心议题。

在此之前，美国与欧盟之间的TTIP谈判陷
入停滞已有时日。2013 年，TTIP 首轮谈判启
动，美欧曾寻求在 2016 年底前完成谈判。然
而，受主要成员国选举、英国“脱欧”公投以
及缺乏民意支持等因素影响，谈判进展不如人
意。

对于这项奥巴马执政时期力推的自贸协
议，特朗普政府此前并不怎么待见。今年 1
月，就在特朗普签署退出 TPP的行政命令后不
久，特朗普的首席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曾放
言，TTIP不过是披着双边贸易协定外衣的多边
协定，毫无必要。舆论由此担忧，奥巴马任内
的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苦心经营的两大贸易
伙伴协定都将被“丢进垃圾桶”。

不过，近期剧情出现了反转。罗斯日前表
示，尽管特朗普政府被很多人描绘为全球经济
中的一支保护主义力量，但它有意争取与美国
的主要经济伙伴达成贸易协议。他还进一步明
确指出，特朗普已决定不会对TTIP谈判采取和
对TPP相同的态度。

事实上，关于美国打算推进TTIP谈判的积
极信号，此前已有迹可循。美国国会众议院议
长保罗·瑞安日前称，TTIP 展现了良好的贸易
秩序，美国将继续与欧洲朋友密切合作，为
TTIP谈判绘制前进的路线图。

而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周末的一番表态更让
外界对TTIP谈判的前景充满希望。在3月访问
美国时，默克尔就曾向特朗普提出，希望美国
能重启与欧盟的 TTIP 会谈。本月 23 日，她在
出席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开幕式时表示，访美期
间会晤特朗普，对双方关注美欧自贸协定相关
谈判“备受鼓舞”。就在此前一天，英国《泰晤
士报》 也披露称，特朗普在会见默克尔后，对
TTIP态度明显好转。

内外压力夹击

众所周知，特朗普是一个出了名的“不情
愿的多边主义者”。然而，坚持退出TPP的他这
次为何对TTIP另眼相待？

“特朗普政府重启 TTIP 谈判其实并没有太
出乎人们意料。但令人意外的是，他调整立场
比预期得要早。”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
究室主任袁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有分析认为，这其中有 3 月刚刚访美的默
克尔的功劳。一些欧洲媒体认为，正是默克尔
说服了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欧美之间谈成一项
自贸协定比他想象的要更容易。

其实，与其说是默克尔的劝服，不如说是
作为欧盟领头羊的德国始终拒绝与美“一对
一”谈判，这让特朗普不得不接受将欧盟作为
谈判对象的可能性。在此前访美时，默克尔坚
持主张奥巴马时期的TTIP，而非特朗普主张的
与欧盟各国分别签署贸易投资协定。碰壁的特
朗普虽然毫不客气地“甩了脸色”，却也意识
到，只有转变思路才能找到出路。

毕竟，美欧经贸关系如此密切，对美国而
言至关重要。美欧曾估计，TTIP如果达成，将
造就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涉及全球 40%的经
济产出和 50%的贸易活动，每年将分别给欧盟
和美国经济增加1190亿欧元和950亿欧元产值。

此外，特朗普还面临来自美国国内的压
力。一方面，在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内，关于
他在大选期间以及上任之后表现出来的贸易保
护主义存在不少微词。“相比民主党，共和党与
美国的工商阶层，比如大企业、大跨国公司等
联系更为紧密，更加注重推动贸易发展，主张
自由贸易。”袁征指出，特朗普如果想要在未来
的时间里更好地施政，至少不能过于得罪共和
党人，尤其是国会中主张自由贸易的共和党议
员。

另一方面，执政将近百日，特朗普不容乐
观的支持率和身处的已经撕裂的美国社会，让
他在推行不少政策主张时频频受挫，威望和形
象都遭遇挑战。根据 《华盛顿邮报》 和美国广
播公司23日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特朗普在美
国选民中的支持率为 42%，为“二战”后历任
美国总统执政百日之际最低的支持率。

“未来，特朗普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对自己
的立场进行一些务实的调整。”袁征指出，面对
当前并不有利的施政环境，这位“弱势总统”
急于改变现状，赢得共和党内和美国民众的更

多支持，而重启 TTIP正是一招应对之策。“此
外，特朗普本人一向秉持现实态度，在他看
来，只要能够达成一个更加符合美国利益的方
案，用什么方式谈不是太大问题。”

未来适时而变

当然，积极表态之后，特朗普政府必须直
面一个客观事实，重启与欧盟的TTIP谈判很有
可能意味着开启一场新的拉锯战。

目前，分析普遍认为，在德国 9 月大选之
前，美欧双方不太可能就 TTIP取得明显进展。
因为欧盟成员国无法在大选年触碰农产品关
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准入等敏感议题，而这
些正是TTIP谈判的核心内容。

此外，TTIP之前一直遭遇不少欧洲民众的
反对，甚至示威游行抗议。“恢复谈判将很可能
是困难的，并在特朗普不受欢迎的欧洲招致公
众反对。”《金融时报》如是称。

“TTIP 谈判肯定将面临较大的阻力，美欧
双方将展开一场多重利益的艰苦博弈。”袁征认
为，这项经济层面的谈判，不仅涉及双方的经
济利益，还是一番多方面的考量，比如在和欧
盟紧密相关的北约问题上，美欧能否达成某种
妥协就有可能影响谈判进程。

在袁征看来，美欧若想达成 TTIP 协议，
“不仅需要双方在经济上做出让步，同时也需考
虑跨大西洋两岸政治、战略关系的协调”。而最
终，美欧各自做出一定妥协并非没有可能。

相比TTIP谈判的前景，外界更为关心的是
特朗普这次看似对多边谈判的“松口”究竟是
一时的权宜之计还是立场的根本转向。

美国 《华盛顿邮报》 注意到，虽然特朗普
将反对自由贸易协议作为其总统竞选活动的基
石，并在其上台后不久就退出 TPP，但之后他
并未采取其他具体措施，改写美国与世界其他
国家经济关系的条款。

“这次并不意味特朗普回归了多边，因为欧
盟整个市场准入是一体的，因此美国和欧盟有
点像一个‘大双边’，特朗普可能之后也会以此
作为这次态度转变的托词。”袁征认为，不过，
偏向实用主义的特朗普今后会根据具体情况调
整立场。不同于上任这几个月来急于兑现大选
时做出的一些承诺，两三年后，不排除压力减
小的特朗普可能改变主意，从双边转回多边，
甚至以其他方式重拾TPP。“因为特朗普真正要
达到的目标，是发展美国经济，保护美国的国
家利益。”

反TPP却挺T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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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变脸”已经不是一
件新鲜事。在上任总统第一天

“闪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之后，他最近却突然对一度
陷入停滞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
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抱以“开
放态度”。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当
地时间 4月 24日，美国商务部部
长威尔伯·罗斯会晤欧盟贸易专
员马尔姆斯特伦，正式讨论如何
推进TTIP谈判。“此前，特朗普政
府一直在推动与德国等个别的欧
盟成员国达成双边协定。”该报认
为，此次会晤标志着特朗普政府
的口风转变。

环 球 热 点

据报道，英国多家民调机构的数据显示，由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领导的保
守党支持率高达 45%至 50%，比主要反对党工党多出近一倍。而在反对英国

“脱欧”的苏格兰地区，保守党的支持率也有上升趋势。保守党支持率的不断
走高是否会加速英国“脱欧”进程，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保守党形势大好

据英国路透社 4 月 24 日报道，根据英国民调机构 ICM 最新出炉的民调结
果，保守党支持率为48%，比工党高出22个百分点。路透社称，首相特雷莎·梅
突然宣布将于 6 月 8 日提前举行大选，此决定令保守党的政治对手惊讶不已。
而民调结果证明，保守党这次的冒险“卓有成效”。ICM预测，特雷莎·梅将会在
此次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近10多年来，英国没有一个执政党得票率
过半。如果民调结果可靠，则意味着保守党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已经胜券在
握。尽管保守党形势大好，特雷莎·梅却提醒该党上下，不要把胜利视为理所
当然，不能掉以轻心。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出于加强与欧盟谈判的需要，本月18日特雷莎·梅
宣布提前大选，以促使英国退出欧盟单一市场，并实行新的自由贸易协定。

稳重可信赢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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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

党在选举中的优势实际上从上任政府上台后就已经开始显现。“卡梅伦执政期
间，英国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经济增长态势。即便是‘脱欧’公投结果出炉之
后，英国的经济也没有出现比较大幅的波动或者下滑，这为保守党在本次大选
中赢得选民支持起到了积极作用。另外，在处理‘脱欧’公投和苏格兰独立等事
务上，保守党始终比较灵活，这是使它赢得民心的又一个因素。”

保守党的主要反对党工党也在从侧面帮保守党“拉选票”。崔洪建表示，
“历年大选中，对保守党构成主要威胁的党派是工党。而工党极左翼领袖杰里
米·科尔宾在党内的政治基础并不牢固，这也给了外界一种工党内部四分五
裂、难以形成战斗力的印象。选民对工党的现状也无能为力，因此只能更多
地把希望寄托在保守党身上。”

英国媒体也对特雷莎·梅的主要竞争者持消极态度。英国《金融时报》此
前发文称，对未来首相而言，最需要的特质是可信度，而将科尔宾的照片挂
在唐宁街10号的墙上是无法想象的。当前许多工党议员已经对自己将在大选
中惨败的结果做好了心理准备。

能否如愿看大选
民调结果显示保守党人气正旺，是否意味着特雷莎·梅在此次大选中将稳

操胜券？
在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看来，如果不出意外，保守党

赢得多数党地位是没有悬念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保守党是否能在议会中赢得
更多的席位，扩大保守党与反对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差距。

崔洪建指出，如果工党能在选举期间妥善解决其内部存在问题，那么或
许将对保守党的胜选构成一定威胁。而假如特雷莎·梅赢得了此次大选，则会
为其今后的“脱欧”谈判赢得足够的优势，客观上加快英国“脱欧”的进
程。“在此次大选之前，无论是在英国议会还是在保守党党内，特雷莎·梅在

‘脱欧’事宜上都遭到了阻挠和反对。而特雷莎·梅如果借助这次大选，换掉
党内与她意见相左的留欧派议员，就可以更好地掌控党内局势，毫无疑问将
会对推进英国‘脱欧’起到一定作用。”崔洪建说。

英保守党人气旺
或助“脱欧”加速

薛可炎

图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日前宣布，英国将在 6 月 8 日提前举行大
选，以便新政府更好地代表英国与欧盟进行“脱欧”谈判。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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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身除了彰显个性之外，还有什么用途？
近日，德国一所大学的研究者研发出了一种“电子

纹身”，可以将人身体上的斑点变成敏感的触摸按钮，从
而帮助人们实现皮肤控制。这种比头发还细的临时电子
纹身，结合了皮肤可弯曲和拉伸的特征，能在一个位置
执行多个操作命令。例如，只需在手指侧面的纹身上一
划，就可以调节手机音量。若是弯曲带有纹身的手指，
音量滑块则会变成一个播放或暂停按钮，用来控制音频
的播放与停止。

无独有偶，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研究人员也研制出了
一种超薄智能纹身，其弹性与柔韧性比其他聚合物纳米
片强50倍，放在人类皮肤上十分舒适。这种新型电子纹
身通过家用的普通喷墨打印机就能制造，虽然成本低，
功能却不少。它既能传递药物，还能监控人体健康，甚
至连人们摄入了多少酒精都能分析检测出来。

此外，电子纹身也能变身可穿戴设备。美国的一家实
验室研究出了一种皮下数字墨水技术，只需将电子墨水微
胶囊放置在表皮正下方，就能透过皮肤看到变色胶囊在手

臂上形成的显示屏。这款电
子纹身无需电源供电，使用
人体内部自然的生物电就可

以工作，查看时间、讯
息和未接来电。当使
用者在跑步或骑行
时，速度、心率都能随
时显示。这样，它就
成为了一款长在身上
的智能设备。

皱眉头就能接电
话，弯手指就能放音
乐。未来，电子纹身
还将开发出更多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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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庆苏黎世庆““送冬节送冬节””
4 月 24 日，瑞士苏黎世

举行“送冬节”庆典。
“ 送 冬 节 ”又 名“ 春 季

节”，起源于14世纪，是瑞士
苏黎世传统的送冬迎春大
型民间节庆活动。“送冬节”
活动持续两天，庆典高潮是
点燃象征冬天的巨大“雪
人”，庆祝春天的来临。

▲4 月 24 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送冬节”庆典上，“骑士”
游行队伍围绕燃烧的“雪人”纵马驰骋。

▶4 月 24 日，在瑞士苏黎世，人们身着中世纪服装参加“送冬
节”古装游行。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