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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条新的起跑线”

1 月 29 日，欧洲议会全会以 621 票赞
成、49 票反对、13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英
国与其他27个欧盟成员国于2019年10月达
成的“脱欧”协议。

按照既定程序，在欧洲议会表决通过
之后，欧洲理事会于 1 月 30 日正式批准英
国“脱欧”协议，从而完成欧盟批准“脱
欧”协议的所有法律程序。

据悉，在 29 日欧洲议会全会投票前，
议员们展开了激烈辩论，多数人对英国

“脱欧”表示遗憾。新加坡 《联合早报》 报
道称，投票结束后，议员们在会场唱起

《友谊地久天长》，以此表达对英国离开欧
盟的惋惜，并祝福英国与欧盟开始新的友
好关系。

为时3年多的英国“脱欧”大戏终于告
一段落。2016 年 6 月 23 日，英国举行公
投，选择“脱欧”。次年 3 月，英国正式通
知欧盟启动“脱欧”程序。此后，英国与
欧盟围绕“脱欧”协议的谈判一波三折。
而在英国国内重重阻碍之下，“脱欧”期限
也是一拖再拖。

“目前，无论英国还是欧盟都已被‘脱
欧’拖得筋疲力尽，都希望准时走完法律
程序，尽快开启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新篇
章。”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赵柯对本报记者分析称。

据德国之声报道，接下来，英国将进

入为期 11 个月的“过渡期”。根据“脱欧”
协议规定，英国从现在起至2020年12月31
日可以与欧盟保持原有的贸易与旅游关
系，但双方在过渡期间需继续针对未来关
系、贸易协定等事宜展开谈判。

对于英欧双方而言，即将开启的谈判
并不轻松。英国广播公司官网打了一个生
动的比喻：“世纪离婚并非易事。眼下英国
和欧盟双方只不过是同意‘协议离婚’，至
于房子、车子、孩子、存款、宠物等等怎
么办，还需继续谈。”

“婚离了，往后日子怎么过？”

“婚离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相比 1
月31日完成的‘名义脱欧’，英欧之间经贸
等实质关系的后续走向更值得关注。”复旦
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欧洲学
会副会长丁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称，英欧能否在 11 个月的过渡期内达成协
议以避免“硬脱欧”，双方未来在经贸领域
是较紧密关系还是较松散关系，这些问题
将成为下一阶段的焦点。

英国广播公司官网刊文称，此前已有
分析人士警告，围绕英国和欧盟未来贸易
关系的谈判将比“脱欧”程序谈判更加艰
巨、更加复杂。首先，过渡期内，英国仍
将受到欧盟从生产规则到劳工权益等各项
现行法规的约束，同时英国将继续留在单
一市场、关税同盟内，允许人员自由流
动。但是，英国在欧盟机构不再设有代

表。这无异于交着会费，但被剥夺了发言
权和表决权。其次，围绕即将展开的自由
贸易谈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有
暗示，没有劳工、税收、政府补贴等领域
的公平竞争环境，英国“不可能获取进入
世界最大单一市场最高质量的访问权限”。
外界预测，公平将成为谈判中的主导话题。

“英欧双方的后续谈判可能聚焦两个矛
盾点：一是欧盟坚持单一市场‘四大自
由’的完整性，即保障商品、服务、资本
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英国此前便对劳
动力自由流动及其带来的移民问题抱有疑
虑，希望在继续成为欧盟单一市场一员的
同时，对劳动力自由流动加以限制。二是
英国脱离欧盟之后，为了提振本国经济，
可能在经济社会环保等领域的规则制订中
放宽标准，这使欧盟担心自身可能面临更
大的竞争。”赵柯分析称。

欧盟首席“脱欧”谈判代表米歇尔·巴
尼耶此前也表示，欧盟将“永远、永远、
永远”不对欧盟单一市场的完整性做出妥
协。此外，欧盟担忧英国可能采取更积极
的企业补贴政策和更有竞争力的税收制度。

“脱欧”之后将往何处去

“我们会永远爱你们，我们永远不会
远去。”在 29 日的欧洲议会全会投票后，
冯德莱恩如是说。欧洲议会议长萨索利也
表示，英国虽然离开了欧盟，但仍是欧洲
的一部分。

不过，相比恋恋不舍的欧盟，英国似
乎更多地沉浸在“单飞”的快乐之中。“对
我们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是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时刻。但我认为，这
也是我们充满自信凝聚到一起的时刻。”英
国首相约翰逊日前称。

此前，随着“脱欧”进程的推进，英
国政府曾提出“全球英国”的外交理念，
旨在脱离欧盟之后维护并加强英国作为全
球大国的地位。不过，分析普遍认为，无
论是在即将开启的对欧谈判中，还是未来
真正“单飞”之后，英国将面临多重挑
战，要想实现“全球英国”目标，依旧离
不开与欧盟的密切合作。

丁纯认为，因为“脱欧”而打开的英
国社会撕裂的“潘多拉魔盒”，恐怕难以随

“名义脱欧”而关上，相反可能在2020年乃
至更长时间内成为牵扯英国政府精力的麻
烦。“首先，英国各地区间的矛盾可能激
化。其次，‘脱欧’和英国大选所造成的种
族撕裂难以弥合。此外，‘脱欧’带来的经
济创伤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愈合。英国要完
成真正的‘脱欧’，仍遥遥无期。”

“‘脱欧’之后，英国无法再对欧盟
事务发挥决定性影响，其国际影响力肯定
会有所下降。”赵柯指出，对此，英国的政
治精英们早有清晰认识，因而多次强调，
英国离开欧盟，但不会离开欧洲。“未来，
在外交、军事安全等领域，英国会继续与
欧盟加强协调，甚至更多参与欧洲的军事
安全建设，借此重新找回自己在欧洲的影
响力，进而寻求更大的全球影响力。”

拉锯3年多后，英国终于迎来与欧盟说再
见的时刻。当地时间1月30日，欧盟理事会投
票通过英国“脱欧”协议。格林尼治时间1月
31日23:00，英国正式离开欧盟，结束其47年
的欧盟成员国身份，并自2月1日起进入为期
11个月的“脱欧”过渡期。

在接下来不到1年的时间内，英国与欧盟
将就未来关系展开新的谈判。“单飞”之后的
英国能否过得更好，又将与欧盟如何相处？

“如果把‘脱欧’比作马拉松，英国这下总算
是跨过了终点线。但是，摆在面前的，又是一
条新的起跑线。”英国广播电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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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8 日，美国纽约林肯中心
举行纽约爱乐乐团第九届中国新年
音乐会，庆祝中国农历鼠年的到来。

上图：指挥家余隆指挥乐团表
演曲目《梁祝》。

左图：音乐家表演曲目《礼献》。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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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愿加强对华农业合作

1 月 30 日，塞尔维亚农业、林业和水管理
部长内迪莫维奇表示，加强与中国在农业领域
的合作是塞尔维亚促进农产品出口的一个重要
方向，塞方正积极向中国市场推销农产品。

内迪莫维奇在“贝尔格莱德 2020 农业展”
开幕式上表示，塞方正与中方协商，在塞尔维
亚建立一个集散中心，集中塞尔维亚和周边国
家的农产品一同出口至中国。目前，塞方向中
方出口的农副产品主要有牛肉、羊肉和红酒
等，希望能向中方出口更多种类的农副产品。

“贝尔格莱德 2020农业展”1月 30日至 2月
1日举行，估计吸引5万多名参观者。

法国举办中国新春招待会

1月27日，法国国民议会议长里夏尔·费朗
在官邸拉塞宫举行鼠年春节招待会。

费朗在致辞中向在场来宾和中国人民致以
新春祝愿。他说，2019 年是法中建交 55 周年，
两国在维护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保
持了积极合作。他同时表达了对中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关切，称赞中国应对疫情
所展现的坚定决心和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法国国民议会自 2008年以来每年举办中国
新春招待会。法国社会各界、华侨华人代表等
200余人应邀出席招待会。

德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日

1 月 29 日，德国联邦议院举行仪式，纪念
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 75周年，缅怀纳粹大屠杀
受害者，警惕反犹主义抬头。德国和以色列总
统首次共同出席纪念仪式。

当天在柏林国会大厦前，德国、以色列和
欧盟旗帜降半旗。德国联邦议院议长朔伊布勒
在致辞中说，德国用了很长时间才能正视这段
历史。然而即便到现在，仍有企图减轻这些罪
行的声音。这些企图不会得逞。

1945 年 1 月 27 日，苏联红军解放了位于波
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1996 年，德国将 1 月 27
日设为“纳粹受害者纪念日”。

联合国发起全球对话活动

1 月 29 日，联合国发起的关于人类前景的
全球对话首场活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这
场活动标志着为纪念联合国成立 75周年而在世
界范围内举行的系列对话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来自约
旦、阿根廷、尼日利亚、比利时、尼泊尔和罗
马尼亚的6名男女青年就气候变化、男女平等、
网络犯罪、人工智能等话题进行对话。

古特雷斯2019年10月24日宣布，联合国将
从 2020 年 1 月开始，在世界各地举行“跨国
界、跨部门和跨代际”的对话，最广泛地倾听
全球民众的关切、担忧和希望以及民众关于全
球问题的解决方案。

（均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在白宫举
行联合发布会，宣布所谓推动解决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问题
的“中东和平新计划”（也称“世纪协议”）。特朗普称，该协议
为巴以双方提供了“双赢”的机会，是“现实的两国方案”。

协议公布后，巴勒斯坦明确表示拒绝协议全部内容，土耳
其、伊朗、约旦等多国也对协议表示明确反对。酝酿已久的

“世纪协议”为何遭多国反对？打着“和平”旗号的“中东和
平新计划”能否给中东带去和平希望？

美方主导 巴方缺席

历时逾3年出炉的“世纪协议”，由政治和经济两部分方
案组成。该协议始终由美国主导，获以色列支持。作为重
要当事方，巴勒斯坦自始至终未被邀请参加谈判进程。

“‘世纪协议’遭多国反对，主要是因为其核心内容缺乏
公平正义，巴勒斯坦未获得平等的对话地位。”复旦大学国
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孙德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2019年6月，“世纪协议”经济方案公布，巴勒斯坦拒绝
接受协议，认为它将耶路撒冷问题、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和犹
太人定居点问题排除在协议之外。此次公布的“世纪协议”
政治方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
斯坦国未来将在东耶路撒冷部分地区建立首都。

“协议承认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拥有主
权，巴勒斯坦实际控制领土进一步缩小且碎片化；协议未具
体讨论巴勒斯坦建国方案和难民回归问题，巴勒斯坦只能
在东耶路撒冷部分地区而非东耶路撒冷建立首都。”孙德刚
分析指出，“‘世纪协议’是美国和以色列讨论后强加给巴勒
斯坦的，主要满足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核心关切而置巴方核
心利益于不顾。”

美以联手 各有图谋

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世纪协议”发布的时机选择颇为
“微妙”。美国会参议院1月28日中午将继续审理特朗普弹劾

案。当天也是以色列议会审议内塔尼亚胡豁免申请的日子。
“特朗普在参议院面临弹劾，又将迎来大选，故希望在

巴以和平问题上提出新的倡议，为连任造势；内塔尼亚胡遭
贪腐指控，也需要通过‘世纪协议’转移国内视线。”孙德刚
分析指出。

《纽约时报》评价称，该协议不是一份严肃的和平蓝图，
而是一份政治文件。它由一名正在接受弹劾审判的总统和
一名受刑事指控、即将面临一年之内第三次选举的总理协
同完成。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比巴勒斯坦更需要一份具有象征
意义的‘世纪协议’。”孙德刚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明知巴勒
斯坦不会接受这份协议，但至少作出了期望和平的姿态，如
果巴方反对，则可以把皮球踢给对方，趁势给巴方扣上“拒
绝和平”的帽子。

巴以之争 火上浇油

孙德刚认为，“世纪协议”试图造成既成事实，巩固以色
列的既得利益和强势地位，进一步压缩巴勒斯坦的生存空
间，使未来的巴勒斯坦国”虚弱化“和”非军事化“，不再对以
色列及美国盟友构成安全威胁。

美国中东问题专家班纳曼分析指出，美国单方面改变
耶路撒冷地位以及巴以边界的做法，破坏了美国此前的承
诺以及与有关方面达成的协议，这将使局势变得更加困
难。美国试图以这样的“计划”，取代国际社会普遍支持的

“两国方案”，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这对巴以和平进程而
言，不是一件好事。

加沙地带分析人士塔拉勒·乌卡勒称，“世纪协议”破坏
了涉及巴勒斯坦的多项联合国决议，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
大片领土上行使主权开了绿灯，进而将埋葬国际社会普遍
支持的“两国方案”。

“美以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单方面公布‘世纪协议’，
尤其是美国迁就和偏袒以色列，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巴
以冲突的根源，反而火上浇油，引起巴勒斯坦民众的愤怒，
甚至爆发局部冲突。”孙德刚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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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1 月 29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投票通过英国“脱欧”协议。
新华社记者 张 铖摄

音乐会庆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