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国际观察国际观察 责编：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9年1月5日 星期六

为了繁荣与和平

“欧元存在的 20 年也许是不同寻常
的。”日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题为《欧
洲和欧元20年》的演讲中，这样总结欧元诞
生以来的 20 年，“前 10 年是全球金融周期
30年上升的高潮，后10年是自20世纪30年
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1999 年 1 月 1 日，依据 《马斯特里赫
特条约》 中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
的目标，欧元正式诞生，并在当时被11个
欧洲国家承认为官方货币。不过，由于实
际并不具备统一货币的基本条件，欧元在
诞生之初被视为一名“早产儿”，很多人
并不看好其未来。

令人意外的是，在经历了“不同寻常”
的 20 年，接受了 2008 年金融危机、2009 年
欧债危机等多番“洗礼”之后，欧元未被“击
垮”，甚至获得更多欢迎。目前，欧元区扩
展至 19 个成员国，覆盖 3.4 亿人口，欧元在
国际支付中所占份额约36%，占所有央行外
汇储备总额20%，成为全球第二大流通货币
和第二大储备货币。

“欧元建立的核心动因，即通过创立
统一的强势货币和强大的区域货币体系，
减少欧元区内部贸易交易成本，使其更加
便捷，这是能使欧元区所有国家受益的，
是它们的共同利益所在。”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瑾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是欧元存续至今的
一个重要原因。

不同于其他货币，欧元在其肇始阶段
便带有特殊的政治属性。曾有欧洲央行执
委会委员指出，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目标是
提出欧元概念的出发点。欧洲引入单一货
币、建立共同的货币机构，其目的是减少战
争和地域风险，避免甚至解决政治冲突。

“欧元不仅要为欧洲一体化提供货币
支持、增加强大‘燃料’，同时也被寄予
了维系欧洲团结的希望，即同时实现繁荣
与和平这两个目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
战略研究院副教授赵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欧元存在
20年，本身便是一个成功。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声明中也表示：“欧元已经成
为团结、主权和稳定的象征。”

“欧洲认同”遇危机

《欧元20年，不完美的成功》，诚如法
国 《论坛报》 网站一篇文章的题目，走过
20年，欧元有其成功之处，也暴露了不少
不完美的缺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官方外汇储
备货币构成数据显示，2009年以来，欧元
在外储中的比例显著下降。

对此，《日本时报》 刊文分析称，欧
债危机将欧元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缺陷暴露
无遗，包括缺乏归集债务、投资和风险的
财政整合体制，即缺少“最后贷款人”。
此外，那段动荡时期还凸显了不同成员国
和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尤其是财政审慎的
欧元区北方国家与债台高筑的南方国家之
间的差异。

“大家之所以对欧元缺乏信心，是因
为欧元目前还是一个‘没有国家’的货
币，缺乏主权信用作为支撑。欧债危机之
后，欧元在财政统一方面始终没有迈出实
质性步伐。”赵柯说。

《论坛报》也指出，作为单一货币，欧元
的主要弱点在于其不完善的构建体系。“欧
洲各国领导人承认，应当完善经济和货币
联盟，这要通过完善银行和资本市场联盟
来实现，也需要有真正的预算团结，也就是

要有一个欧元区的整体预算。”
老问题还未解决，新挑战已在眼前。

刚刚过去的2018年，欧元区迎来一波更为
严峻的冲击。难民危机持续发酵，民粹主
义强势抬头，欧洲一体化步履维艰，“反
欧元”声音甚嚣尘上。

“2018 年是欧元区国家艰难前行的一
年。”闫瑾指出，欧元区面临诸多挑战。
例如，欧元区国家包括德法等主要国家经
济增长不及预期，经济增速放缓；意大利
财政预算问题暴露出欧盟内部制度的潜在
风险；英国“脱欧”将使欧元区经济经历
动荡；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保护主义抬
头，贸易摩擦加剧，美欧贸易争端仍未得
到妥善解决；新兴市场脆弱性及金融市场
波动威胁欧元区经济前景；欧元区改革面
临诸多不确定性。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民粹主
义的冲击也好，制度设计的缺陷也罢，欧
元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欧洲认同”
的危机。“在达成‘欧洲认同’这一问题
上，欧洲国家有没有决心，大众有没有共
识？如果各国能够形成‘欧洲认同’，那
么上交财政主权就比较容易，但在现在的
背景下则较为困难。”

财政统一是关键

“欧元区会面临崩溃吗？欧元会消失
吗？”20年来，类似的问题不时出现。

“欧元是欧洲一体化最亮眼的成就之
一，不仅在加强欧洲经济一体化、推动欧
洲融合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国际
货币体系提供多样选择，促进欧洲维护自
身利益。”丁纯认为，欧元在降低风险、
价格透明、推动产业链重构等方面带来的
便利与好处是实实在在的，因此尽管存在

很多问题，但是倒退的可能性较小。
欧洲央行不久之前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74%的欧元区公民认为欧元对欧盟有
好处，64%的受访者认为欧元对自己的国
家有好处。

当然，面对当前全球化大调整、大变
动带来的冲击，欧元区想要继续前行，必
须有所改革，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融合。
如德拉吉所说：“未来的道路是找出必要
的变革，使我们的货币联盟为所有成员国
的利益而运转。”

2018年以来，随着美欧关系发生变化，
欧洲政要有关提升欧元国际地位、借助欧元
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呼声不断高涨。2018年
12月，欧盟发布一项旨在提升欧元国际地位
的行动倡议，同意强化欧洲稳定机制的作
用，加强对欧元区国家预算的监管，并建议
在国际能源合约和交易中更多使用欧元。

一些分析认为，对欧元区治理而言，
2019年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

“欧元区治理的关键在于欧元区制度
性改革的推进，重点在于提升欧盟财政一
体化程度，增强欧元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
力。”闫瑾说。

赵柯也认为，欧元目前面临的最尖锐、
最急迫的问题是财政统一。“只有在财政统
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欧元才能稳固，市
场才会相信当欧元出现问题时，有相应的
财政力量能够稳定金融市场、支持欧元。
接下来，无论是小幅向前，还是大步跨越，
让世界看到欧元正在向一个‘有国家’的货
币演变，这非常重要”。

在丁纯看来，归根结底，欧元需要坚守
大方向，从政府到民众继续凝聚“欧洲认
同”，在“国家利益”和“欧洲共同利益”之间
找到平衡点。“欧元要想向前推进，应对内
凝心聚力，对外积极应对危机”。

题图：德国法兰克福欧元塔附近的欧
元雕塑。 新华社记者 逯 阳摄

欧元20岁，未来怎么走？
本报记者 严 瑜

2019年1月1日，欧元迎来了20岁生日。
从最初只用于会计和金融交易的虚拟货币，到
现在19个欧盟国家3.4亿人口正在使用的实实
在在的货币，欧元在过去20年接受过质疑，经
历过危机。如今，进入“青春期”，欧元面临
的内外阻力依然不容小觑，要想健康“成
长”，仍需攻坚克难。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一波三折之后，全球主要
产油国终于在 2018 年末达成新
的减产协议。受此消息刺激，
国际油价出现短暂反弹，但不
久 又 重 现 颓 势 。 分 析 人 士 认
为，新减产协议在支撑油价方
面的效果堪忧，国际油价 2019
年或将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2018 年，国际油价以 10 月 3
日为分水岭，上演了不对称式过
山车行情。受主要产油国上一
年达成的减产协议延长、委内瑞
拉原油产量大幅下滑、全球原油
需求稳健上升以及美国宣布重
启对伊朗原油出口制裁等诸多
因素推动，国际油价10月之前整
体呈现震荡上涨态势，并在10月
3日创下近4年新高。

随后，因美国、俄罗斯、沙特
原油产量频频刷新历史高点，美
国对伊朗原油出口制裁力度不
及预期，加上国际贸易摩擦加
剧，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油
价呈现单边迅速下滑之势。

石 油 输 出 国 组 织 （欧 佩
克） 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去年 12
月 7 日达成协议，决定从 2019
年 1 月起，在 2018 年 10 月的原
油产量基础上日均减产 120 万
桶，初步设定期限为6个月。从
达成协议前卡塔尔宣布退出欧佩克，到减产决定被
推迟宣布，再到减产量不及预期，这一“难产”的
减产协议似乎自诞生之初便成色不足，而其中两个
细节更让该协议有被进一步打折扣之嫌。

首先，此次减产是以 2018 年 10 月的产量为基
础，而当月主要产油国原油产量均处于历史较高水
平。其次，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将不受此次减
产协议约束。这三国均是产油大国，同时被豁免将
不可避免地影响协议效果。

伍德麦肯兹咨询公司副总裁安-路易斯·希特尔
预计，2019年全球原油日均需求量将比 2018年增长
110 万桶，而受美国页岩油产量持续攀升等因素驱
动，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原油日产量将增长 240万桶，
此次协议减产量尚不足以平衡国际原油供需。

瑞穗首席石油分析师保罗·桑基表示，近期一些
主要机构不断降低对明年世界经济增速的预期，一
些国家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上升，股市剧烈波动。
如果最终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明年全球原油需求
出现下滑，那么减产协议将没有意义。

不过，有分析认为，虽然近期国际油价大跌令
市场看空情绪弥漫，但金融市场在遭遇重大利好利
空时通常都容易因趋势惯性反应过度，投资者不应
忽视市场的自我修正能力。

国际能源署近期发布报告说，鉴于低油价对原
油消费的刺激作用将抵消经济放缓对需求的抑制，
决定维持 2019 年全球原油日均需求量将增长 140 万
桶的预测不变。

低油价也可能会对原油产量产生抑制作用。非
减产协议国加拿大主要产油省艾伯塔省去年末表
示，为缓解供过于求的局面，该省计划将原油日产
量减少 32.5万桶。此外，自 11月下旬以来，页岩油
投资已出现一定放缓迹象。

对于 2019年油价走势，美银美林大宗商品和衍
生品主管弗朗西斯科·布兰奇认为，综合考虑减产协
议以及美联储放缓加息节奏或令美元走弱等因素，
预计 2019年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伦敦布伦特原油期
货均价将分别为每桶59美元、每桶70美元。

高盛商品研究主管杰夫·柯里认为，在国际原油
市场基本面出现根本性改变迹象之前，投资者不会
大举买入石油资产。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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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日本在内的 11 国参与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起生
效，这意味着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达13%、拥有逾5亿人
口的新经济圈正式诞生。

通力合作寻话语权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报道，日本、墨西哥、新加
坡、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六国成员从2018年12月
30日起撤销和调降工业品及农产品的关税，并启动有关
贸易及投资的共同规则。

其他相关国家也在陆续推进程序。越南将在本月 14
日加入。马来西亚、文莱、智利和秘鲁等四国仍需通过
本国政府批准有关协定。此外，泰国及英国也正考虑加
入该协定。

据悉，该协定成员国将于本月 19日在日本东京召开
协定生效后的首次部长级会议，争取其他国家加盟，并
试图将CPTPP的规则打造为世界标准。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CPTPP未来将撤销区内农产品
及工业品逾95%品类的关税。今后还将力争扩大参加国，
提高在全球的存在感。

2017 年 1 月 23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
命 令 ， 宣 布 美 国 正 式 退 出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TPP）。CPTPP 是美国退出 TPP 后命名的新名字。11 个
成 员 国 于 2018 年 3 月 8 日 在 智 利 圣 地 亚 哥 签 署 了

“TPP11”新协定。

多边贸易促新发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面对当下盛行的单边主义，各成员国力推
CPTPP可以看作是一种“报团取暖”的行为，因为该协定可
以满足各成员国对于经济、市场和自身影响力的诉求。

新西兰贸易部长帕克表示，CPTPP全面实施后，将
为新西兰的出口商每年节省约1.5亿美元的关税。

加拿大多元化国际贸易部长卡尔发布推特称，加拿

大的贸易将很快能从CPTPP中获益，在全球发展最快的
地区之一获得更多自由贸易的机会。

据英国 《泰晤士报》 报道，如果英国在“脱欧”后
成功加入 CPTPP，那么苏格兰威士忌酒的出口量将会有
大幅度的增长。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强调，
仅2018年一年，英国和CPTPP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就
高达950亿欧元。英国的加入可以通过自由贸易为英国企
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陈凤英分析称，CPTPP的生效表明，各成员国在贸
易安排和合作方式等方面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它们愿意
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调整、设计符合自身发展的条款
并主导结果。

有分析指出，除了关税的减免，CPTPP还为成员国
在环太平洋区域取消投资、服务和数据的障碍，简化消
费者的通关程序等，为电子商务、金融业和零售业的发
展提供机遇。

未来前景仍需观察

陈凤英认为，由于法律程序已经不存在任何风险，
CPTPP的正常运营已经成为可能。CPTPP的大部分成员
国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成员，其释放的信号有助于推动亚太地区的
和平和合作。除了降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之外，这
个经济平台在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国内经济政策之间起
到协调作用，也为RCEP和APEC的发展和合作提供了一
种新的思路和方向。

据美国 《华盛顿邮报》 报道，如果成功，CPTPP和
RCEP将凸显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它们的真正价值在于为
维护自由的国际秩序和实现自由开放提供具体框架。

不过，CPTPP的生效也引发了一些成员国对自身发
展状况的担忧。日本共同社报道称，虽然日本政府和经
济界强调CPTPP对日本有利，但普通家庭受惠有限，被
置身于与进口食品竞争中的农户也未消除不安。同时，
以牛肉和猪肉为中心的廉价农产品流入会对国内农业造
成考验。

没有美国的“TPP”生效了
金 旭

1月 3日，法语原版音乐剧《摇滚莫扎
特》团队来到江苏南京建邺书房，了解金
陵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习体验古琴、茶道
以及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在建邺书房，
精致优雅的茶道表演让团队成员惊叹不
已。团队成员还用毛笔写“福”字，感受中
国书法文化。 邵 丹摄

外国艺术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