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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坚持一体化不能“点菜”
英欧谈判注定是难啃“骨头”

    问：英国与欧盟未来谈判的难点有哪些？

答：婚离了，如何界定和旧伴侣的关系，对双方
来讲，无疑是个难题。 相较于拖沓了三年半的“脱

欧”历程，过渡期中即将开启的实质性双边未来关
系谈判，才是刺刀见红的难啃“骨头”，前者恐怕只

能算是个“开胃菜”而已。

不再是一家人了，但还是搬不走的邻居。 双方

均表示要好聚好散，但如何弥合撕裂的伤口，委实
不易。 货物和服务贸易等经贸关系、 人员流动、税

收、数据共享、渔业、药品监管、航空业等一长串双
边待谈的问题将会是今年 3月正式开启的英欧经

贸谈判和反复拉锯的焦点。

其中最核心的无疑就是“脱欧”后英欧间新经

贸关系的界定。 对英国来说，最希望是仍然保持单
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地位，却又不履行成员国需要

承担的相关经济、社会义务及主权让渡。 这显然无
法获得欧盟的首肯。 因此，目前约翰逊政府的现实

选择和总体谈判思路，应该是倾向于在保留对人员
流动、移民等主权和劳工权利、环境标准、国家补

贴、食品、药品等经济、社会领域主权和自主规则以

及司法独立等前提下，与欧盟建立零关税、零配额
的、 近似欧盟和加拿大那样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系。

这在“脱欧”后的英欧经贸关系从最紧密的单一市
场、关税同盟到最疏离的普通的世贸成员国之间的

诸多选项中，无疑属于比较松散的一种。

一方面，约翰逊希望能满足强硬“脱欧”派的
诉求：对边界（移民、人员流动）等领域的主权控制。

另一方面，在谈判要价上，他又希望尽可能获取类
似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成员国的优惠，减少“脱欧”

对英国经济和民生的冲击，使“脱欧”收益最大化。

目前，英国已组建了 40人的谈判队伍。

欧盟的谈判主导思想和条件也坚定清晰：鱼和
熊掌不可兼得。 一体化不是摘樱桃，不是自由挑选

式的吃饭点菜。 冯德莱恩言辞犀利：“如果不是成
员，就不能继续享受成员国的好处，没有人员间的

自由流动，就不可能拥有资本、货物和服务的自由

流通。 ”原本在欧盟内部，就有很多成员国想减义

务、增权利，诸如减少预算分摊，推迟开放劳工市
场，获得优惠税率等。 如果现在允许英国的不对称

要求，无疑开了不是成员国，不用承担义务，仍然可
以享受待遇的恶劣先例， 岂不是有鼓励大家分家，

而致队伍全散之虞。 这意味着，英国在与欧盟的新
经贸关系中能获取多大的红利，取决于英国愿履行

多大的义务。

金融业是英欧谈判的一大焦点。以伦敦金融城
为核心的金融业为英国提供了 200万个就业岗位，

创造了 12%的 GDP，贡献了服务贸易顺差的 50%，

而欧盟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场。 “脱欧”后，欧盟已明

确不给单一市场以外国家金融准入执照。英欧双方
应该会循着“脱欧”协议中双方议定的“监管等效”

原则，即双方审核对方金融规则，确定双方的金融
监管是否足够“相似”，协商谈妥相关金融监管等效

原则的具体法规条文。 在谈判中，英国应该会倾向
于在获得准入的基础上，尽可能少采纳欧盟较紧的

监管标准，为英国金融业赢得更多的自由和盈利机
会。 而欧盟则会坚持较紧的审核监管，并以此为筹

码，换取英国在渔业等其他领域的让步。

从欧盟来看， 出于法国等成员国的利益考虑，

英国领海的共同捕鱼权是个还未谈拢的棘手问题。

根据欧盟“共同渔业”政策，欧盟成员国享有成员国

领海以外海域互相开放的“自由入渔原则”。约翰逊
已经明确喊话，过渡期后要收回英国海洋主权。“脱

欧”过渡期后，欧盟其他国家渔民将面临失去在英
国海域共享捕鱼权的危险。这对欧盟的渔业和消费

者造成双重打击。 因此，欧盟提出要将共享捕鱼权
和双边金融关系捆绑一起谈判。

此外，英国和西班牙有争议的飞地直布罗陀主
权问题，应该也会成为英欧谈判的议题。 欧盟成员

国均站在西班牙一方，支持英欧达成的“脱欧”协议

不包含直布罗陀的主张，实际声援西班牙对这一飞
地的声索， 而英国则认为属于英国飞地的直布罗

陀，自然应适用英欧间达成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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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英国与欧盟的谈判未来
前景如何？

答：英国正式“脱欧”后，近日

双方均已开始隔空喊价， 亮出经
贸关系谈判的要价和原则。 但对

双方能否在今年年底如期完成经
贸谈判，结束过渡期，实现真正的

“脱欧”，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

对最终双方能达致何种经贸协
定，也可谓是众说纷纭。

有关谈判时限结局， 存在三
种可能性： 一是年底如期达成协

议，皆大欢喜。二是年底前敲定大
体框架和原则，并谈成主要内容，

经双方同意延长过渡期， 继续细
谈， 达成一个双赢可操作的全面

自贸协定。三是达不成协议，也无
意再延长谈判和过渡期限， 出现

实质上的“硬脱欧”。

笔者认为， 第三种结局是双

输，可能性不大。第一种较乐观的

估计，有一定的可能性。英国约翰

逊政府至今仍咬定年底前完成谈

判，结束过渡期，有着较强烈的内

在激励和外部约束。在国内，约翰
逊在大选时许下了诺言要尽速

“脱欧”，弥合撕裂的英伦社会，打

造“全球化英国”。 无论是许诺要

加大注资英国医疗体系、 投资基础设施

和扶持相关产业等非传统保守党的政策
举措，改善民众福利和生活，还是安抚和

平息苏格兰、北爱等地区的独立呼声，均

需尽快结束“脱欧”的羁绊，将注意力集
中到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安抚选民上

来。对外，尽早结束与欧盟经贸谈判的掣
肘， 有助于英国加速与其他国家谈判确

定新型经贸关系。

最可能出现的是第二种情况。 谈成

一个双方均可接受的协议无疑是双赢，

符合共同的愿望。但全面的经贸协定，堪
称包罗万象， 双方一定会紧扣各自谈判

的优先重点，给出可交换和妥协的

筹码，经过讨价还价，博弈和磨合
出各自的平衡点。英国与欧盟这对

精于谈判，长于算计，锱铢必较的
谈判老对手，一个欲图鱼和熊掌兼

得，一个稳坐钓鱼台、坚守公平对
等原则，肯定是针尖对麦芒，讨价

还价，搏杀缠斗，必定耗时长久。就

拿约翰逊最为心仪的欧加自贸协
定模式而言，当时谈判就花了 7年

之久。而英国自身，光实现形式“脱
欧”就花了三年半时间。 且约翰逊

本人此前也流露过谈判可能延长
的说法。

至于谈判可能达成什么水准
的英欧经贸协定，现在判断还为时

尚早。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

主动“脱欧”的英国无疑是个“叫牌

者”， 它需要塑造怎样的英欧新关
系， 并愿意付出多大的交换代价，

有着“先手”选择优势。尽管英国政
府内受强硬“脱欧”派和死忠“留

欧”派的左右，外有美国等非欧盟
国家的变相制约。英欧达成的经贸

协定越全面、紧密，英国被要求遵
守的欧盟的规则越多、 领域越宽，

它与美国等经济体谈判的余地和
吸引力就越小。

第二，英欧这两个谈判对手之间，尽

管双方互相需要对方，剪不断理还乱，但
欧盟挟27个成员国之众，相较急于寻找

新伙伴、 单飞的英国， 有求于英方的不
多，谈判中更具主动和优势。 笔者看来，

谈判考验双方的意志、判断、智慧、耐心
和技巧。 最终英欧达成一个较松散的双

边自贸协定的可能性颇大。

总之，宣布“脱欧”易，真正“脱欧”

难。 让我们拭目以待，追看“脱欧”谈判

“续集”。祝英国欧盟好聚好散，归来还是
朋友；愿全球化反浪中“脱欧”的英国，能

改弦更张，再度踏上全球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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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澳大利亚的“共同敌人”是谁？
    日前，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访

问澳大利亚，表示两国要团结起来
战胜“共同的敌人”。佐科表示，“共

同敌人”主要指亚太各国未来可能
遇到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包括保护

主义、不包容和气候变化等。
佐科总统今年首次出访选择了

澳大利亚，主要聚焦经贸议题，并考

察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建设，为印
度尼西亚迁都寻找可借鉴的经验。

从地缘战略考量，印度尼西亚
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邻国，印度尼

西亚的地理位置决定它对澳大利亚
的本土防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地

缘战略成为两国战略关系中的重要
影响因素。

作为隔海相望的邻居，印度尼

西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起伏不

定。澳大利亚觉得人口众多的印度
尼西亚可能成为自己北方的威胁，

更担心其势力渗入到南太平洋。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以大英帝

国的继承人自居，利用位居太平洋、
印度洋结合部的优势，积极海外扩

张。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澳大利亚很

难对欧亚大陆事务迅速反应并有力
介入，却具备了离岸平衡手的条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
发展，海洋运输和海洋安全成为澳

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澳大
利亚 2016年明确指出维护东南亚

地区海洋安全是其战略目标之一。

印度尼西亚也提出了“全球海洋支
点”战略，强调推动海洋经济发展，

要把印度尼西亚发展成为海洋大国
和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心。

目前，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
的合作覆盖了反恐、海事安全、人道

主义援助、灾难救援、反偷渡、维和

及情报等领域。印度尼西亚与澳大
利亚的双边关系，未来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两国地缘战略考量和美国
“印太战略”的影响。

中国是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重
要伙伴，并在 2007年取代日本成为

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

亚与中国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
高。与此同时，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

双边关系取得实质性发展，2015年
3月，两国发表关于加强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已连续
8年成为印尼第一大贸易伙伴。

因此，一些西方媒体以印度尼

西亚与澳大利亚两国在南海地区拥
有一些共同利益为“依据”，别有用

心地将佐科提到的“共同敌人”过度
解读为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将结

盟对抗中国。这些不顾事实、不负责
任地言论完全站不住脚。

一方面，虽然澳大利亚近年来

积极追随美国搅局南海事务，不过
作为域外国家，它的影响力十分有

限；另一方面，中国始终贯彻执行睦
邻政策，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推

动了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经贸、文
化、环保、航运等各个领域的务实合

作，双方取得双赢效益。

就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
际，印尼总统佐科还专门致电习近

平主席，表示作为中国的真诚伙伴，
印尼将始终坚定同中国人民站在一

起。印尼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相信经过这次

疫情的考验，印尼同中国的友谊将
进一步加深。 胡志勇 （上海社

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英国忐忑不安“驶向未知”
约翰逊加强管控“钱袋子”

    问： 经过长时间谈判终于实现 “脱
欧”，英国改组内阁透露哪些动向？

答：1月 31日， 自 2016年 6月 23日
公投决定“脱欧”以来，经过了 1317天的

反复博弈，历经三任首相，三次推迟，英国
终于迎来了正式“脱欧”的历史时刻。既有

议会广场上兴高采烈庆祝英国重新单飞
的“脱欧”拥趸，也有支持“留欧”人士充满

唏嘘地在英国离欧洲大陆最近、隔海相望

的多佛海峡白崖上，用投影在欧盟旗帜的
蓝色背景下让象征英国的那颗星缓缓消

逝，打出“这是我们的星星，替我们照顾好
它”；既有约翰逊在“脱欧”演讲中“这是一

个新时代的黎明”的宣示，也有欧委会主
席冯德莱恩的深情道别“只有面对离别的

痛苦，我们才知爱有多深”；既有大多数欧

洲议会议员不舍地高唱苏格兰民歌《友谊

地久天长》，亦有“脱欧”党前领导人法拉

奇“我们走啦，再不回来”的得意挑衅。

约翰逊 2月 13日自就任首相以来首

次改组内阁，多名“脱欧派”人士入阁。 财
政大臣贾维德拒绝留任，让原本温和的内

阁调整突生枝节。约翰逊很快任命财政部
第一副大臣苏纳克“补缺”以平息风波。

苏纳克先前在高盛供职，是印度一名

富豪的女婿，坚定支持首相，常常现身媒
体宣介政府政策。 不少保守党人认为，苏

纳克与约翰逊的“脱欧”后愿景可能更合
拍。 多家媒体预期，随着贾维德离开财政

部、首相府加强对“钱袋子”管控，英国今

后可能为推行“脱欧”后政府议程采取更
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按约翰逊的计划， 在此后为期 11个
月的过渡期里，英欧要就未来的双边关系

具体定位和安排，进行谈判博弈，才能最
终完成真正现实意义上的“脱欧”。最新一

期的《经济学人》中有关“脱欧”评述文章，

在孤寂大海上一艘航船的背景配图下，冠
以“驶向未知”的标题，或许充分反映了当

下英国社会，对“脱欧”前路茫茫的焦灼和
忐忑不安的茫然心情。

距离 1 月 31 日
英国正式“脱欧”已经
半月有余，但英国和欧
盟在达成共识方面不
仅处于“零突破”阶段；
双方还纷纷发出强硬
表态试图增加未来谈
判筹码。2月 13日，英国首相约翰逊改
组内阁，分析人士认为，英国今后可能
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英国这场“脱欧”大戏尚未落幕，未

来与欧盟谈判前景如何?我们请专家为
您分析。 ———编者

分手后别再找我？“脱欧”还有续集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丁纯

丁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