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整个欧洲在 2020年面临的最大问题
是什么？ 发展前景如何？

答：也许用刚卸任的欧委会主席容克在其
任内最后一次盟情咨文的关键词“团结”和“欧

洲主权”来阐述、以“内忧外患”来归纳 2020年
欧洲可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最恰如其分的。

首先，欧洲内部的利益和诉求分歧加剧，

将持续困扰 2020年的欧盟， 如何增强欧盟内

部的团结无疑是其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 东、

西欧国家，南、北欧成员国间在经济增长、社会

发展的异质性，思维模式和治理理念和制度的
不同，经济利益诉求、安全防务关切、发展道路

选择上的差异， 带来了欧盟内部的不和谐，甚

或危及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推进。

其次，欧盟对“欧洲主权”和战略自主的追

求或“自我觉醒”，将伴随着欧美裂痕加大等外
部压力并行展开。 近年来欧盟对自身在全球

化、老龄化冲击下，以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欧

洲认同危机、民粹主义崛起、英国“脱欧”、乌克

兰危机等形式令欧盟相对衰落的境况，逐渐有

了不断增强的清醒认识。这种觉醒更多也来自

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欧洲的经贸霸凌、北约

防务费用的催逼、以及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终止伊核协议、《中导条约》 等频繁退群毁约

行为对欧美同盟关系的负面影响， 从而得出
“欧洲完全依赖别人的日子已经过去” 的结

论。从欧盟视角来看，还有来自于迅速崛起的
中国和构成安全威胁的俄罗斯，以及数字化

对欧洲的冲击。 我们从欧盟国家永久结构性
防务合作到欧洲主导诺曼底模式解决乌克

兰危机、调整欧俄关系，直至马克龙有关“北

约脑死亡” 的惊人之语中均可看到其追寻欧

洲主权的足迹。 2020年，欧美关系将仍在剪不
断、理还乱中，且行且看。

最后，深化欧洲一体化和追寻欧洲自主的
决心昭然，但进程和前景恐难言顺畅。

其一，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理事会主
席、议长以及高级外交代表、央行行长等人选

全部来自老欧洲国家，充分反映了欧盟核心国

家和领导人急欲归拢队伍，重启一体化进程的
急迫心态。 无论是老欧委会主席容克的盟情

咨文还是新主席冯德莱恩的施政纲领， 均把

弥合内部分歧， 团结队伍和外御压力作为优
先重点。 其二，随着英国“脱欧”演变成“拖

欧”，加上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霸凌行径和
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压力， 令欧盟民众愈发强

化抱团取暖的想法， 对欧洲一体化的认同不
断有所回升，有了良好的民众基础。 其三，推

进欧洲一体化的法德轴心动力不足。 德国经

济尽管侥幸躲过了技术性衰退， 但经济增长
明显失速，“后默克尔时代”德国政治孱弱；法

国经济不振、实力不济，以及法德间昭彰的嫌
隙，均形成了掣肘。 其四，旷日持久的“黄马

甲”运动等折射出的是欧洲社会经济、社会结
构性改革遭遇的庞大阻力和推进的艰难。 其

五， 新一届欧盟机构新手上路， 诊断是否正
确，药方是否对路，时机拿捏是否精准，还有

待观察。其六，寄希望于没有传统欧洲政治家
政治正确羁绊、 务实敢为的新生代领导人马

克龙、约翰逊身上。

    问： 中国与欧盟关系在新的一年会有什
么发展良机？

答：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2020年
将是中欧关系的“大年”，中欧关系正面临难

得的发展机遇。

首先，中国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欧盟团

结和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
重视欧洲的态度、推进中欧务实合作的决心，

以及致力于中欧全球事务协调、 共同维护多
边主义立场始终如一。2020年，中欧间一系列

峰会将为中欧关系提质增效提供增进了解沟
通的平台和契机。其一，2020年是新一届欧盟

机构的开局之年， 中欧将举行第 22次中国-

欧盟领导人年度会晤， 又正逢中欧正式建交

45周年的契机。 在目前欧盟有关如何重新定

位中欧关系展开热烈讨论、 新一届欧盟领导
机构对华政策尚未确定之际， 如何在当前中

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基础上， 让新阶段的
中欧关系起好步，开好局，定好调，提质升级中

欧关系，关系重大，机会难得。 其二，德国在本
年度将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作为法德轴心和

欧盟核心大国，其轮值议题设定无疑将较为全

面和更具有代表性。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
的经贸伙伴和技术来源地，中德是全方位战略

伙伴关系，德国在中欧合作中具有领头羊和风

向标的功用。 德国已提议 2020年举行中国和

欧盟全家福（27+1）峰会，这一颇具创新性的
举措， 必将推进中国和欧盟全体成员国的合

作，一定程度打消欧方的疑虑。

其次，作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多

双边合作的重要举措、 中欧经贸关系中最重
要的事项之一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经

过了 5年多、25轮“富于雄心”的谈判，有望在

2020年内缔约。

最后，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随着中国经

济崛起、社会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巨大提升，

加上双方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思维模式、

经济社会体制和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以
及双方长期存在的误解和信任赤字， 使实力

相对衰落的欧盟， 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灼和
忧虑。 不仅在欧盟和成员国层面出台了具有

针对和排他性的外资审核机制和产业政策，

还在把中欧关系定位于合作和谈判伙伴的同

时， 提出中国是经济竞争者和体制对手的误

判。 在新的一年中，我们需要强调双方没有战

略遏制和地缘政治冲突，从而让欧盟意识到，中
欧对抗和站队美国一边均不符合欧盟的利益。

双边应加强磋商，合理回应对方关切，寻求最大
公约数，尽力消弭误解，倡导合理出价，妥协互

让，加强人文交流，推动中欧关系更上层楼。

    问：保守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英
国能否在 1月 31日前如期“脱欧”？

答：通过对内整肃、分化保守党
里异己力量、对外与工党、脱欧党等外

党的纵横捭阖， 利用英国广大民众对
三年有余的“拖欧”进程的厌倦心态，

以及从因全球化而备受冲击的原工党

“红带” 产业工人拥趸处借来的选
票，以搞定“脱欧”为口号，约翰逊统

领下的保守党取得了 1987年以来
最大胜选，顺利掌控下院，并乘胜追

击， 从而使新脱欧协议立法通过，

1月底如期“脱欧”俨然为大概率事件。

相较这个名义上的 “脱欧”，更
值得关注的是英欧间经贸等实质关

系在“名义脱欧”后的接续走向。“婚

离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按约翰
逊的新“脱欧”立法，下院给了政府

谈判达成的协议， 无需再经议会批
准的全权；同时，“脱欧”过渡期将在

今年底准时结束， 不寻求延长谈判
时限。对此，新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

恩和欧盟谈判代表巴尼耶均将信将

疑。但如达不成新的经贸关系安排，

则仍存隐性“硬脱欧”的风险。因此，

问题的实质变成： 一是能否在一年
过渡期内达成协议，或者“变相的过

渡协议”，避免实际的硬脱欧？ 二是
英、 欧有关经贸领域能达致的新协

议是更多接近于准关税同盟的 “零
关税”、“零配额”的“软脱欧”自贸协

议、还是较为“硬脱”的有限自贸协
定甚或纯粹地适用世贸规则？ 即较

紧密还是较松散关系？ 这既取决于
保守党内强硬脱欧派和软脱欧派以

及新当选的来自“红带”的保守党议
员之间，英、欧之间的博弈，也取决于约翰逊及

其团队对“软、硬”的拿捏。

同时，因“脱欧”而打开的英国社会撕裂

的潘多拉魔盒，恐难以随“名义脱欧”而关
上，相反很可能与“脱欧”一起，不仅成为

202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成为牵扯英国政府
主要精力和纠缠英伦社会的麻烦。 首当其冲

的是英国各地区间的矛盾可能激化。 另外，

“脱欧” 和大选所造成的族群撕裂亦难以弥
合。 尽管依靠英国独特选举制度，保守党大

获全胜，但“脱欧”派实际得票率仅为投票者
的 48%，且大多数年轻一代是“留欧粉”。 更

遑论“脱欧”带来的经济创伤，需要相当长的
时间适应、调整、愈合。完成真正的“脱欧”，遥

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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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 欧洲“三驾马车”将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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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去的 2019

年，欧洲局势动荡不已，
特别是“三驾马车”英法
德内忧外患，各自面临诸
多问题，那么在新的一
年，“三驾马车”以及中国
与欧洲关系发展前景如何？

本版编辑特请专家做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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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黄马甲” 运动贯穿整个 2019年，今
年是否能消停下来？ 法国马克龙政府能否掌
控住局面？

答：表面上，无论是始于前年因提高燃油
税而起，持续经年、将巴黎和外省变成战场的

声势浩大的“黄马甲”运动，还是去年岁末由

养老金改革引发、遍布 70城、80万民众参与
的罢工，抑或开征数字税而与美国互怼，背后

折射的均是法国和马克龙的大国雄心与干瘪
荷包间的尴尬。

一方面，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创始国、法德
轴心， 在经历了欧债危机以来因囊中羞涩而

被迫对德长期的隐忍之后， 适逢德国政坛青
黄不接， 又值欧盟面对全球化冲击和中美挑

战之际，按捺不住内外与德美争雄、引领欧盟

的大国雄心。另一方面，无奈法国社会沉疴深

重， 经济未有大起色， 社会结构调整举步维
艰，前有右翼萨科齐改革的铩羽而归，后有左

翼奥朗德调整的无功而返。自称非左非右的马
克龙欲引领欧盟，当须迎合和遵守欧盟绿色经

济和财政纪律等，被迫祭出提高燃油税和推迟
退休、削减特定阶层养老特权等举措，动了大

众的奶酪，遂引发了“黄马甲”和反对养老金改

革的法国全社会抗争。法国目前的养老金和社
保总支出分别占GDP14%和 31.2%， 财政赤字

和公共债务均超过欧元区 3%和 60%标准，债
务更是高达GDP99.5%。

综观去年的动荡，堪称是启蒙运动和法国

大革命以来所铸就的法国民众权利意识、巴黎
知识精英的偏左思维定式、 法兰西式浪漫、高

卢雄鸡式的执拗、 戴高乐主义衣钵的综合发

酵。 显然，这种抗争不会轻易平息。

当然， 这种对抗也未必会轻易令马克龙

政府垮台。 更多取决于马克龙及其团队的应
对。 其一，法国社会对目前状况普遍不满，不

改革无出路是普遍共识， 这也是为何近年来
不论左右翼政府和总统均实施改革的缘由。

以养老保险改革为例， 民众认为必须改革的
比例达到了 76%。 其二，马克龙及其团队，有

担当，肯妥协，知进退。其三，目前他正值本届
任期中段，时间上有回旋余地，可通过改组政

府等手段迂回前行。其四，在民众持续抗议的

压力下， 马克龙坚持改革的压力和决心有多
大？重新调整、包装改革方案和说服民众的能

力有多强？ 最终要做多大的让步才能平息法
国民众对其养老金改革等的不满， 取得认可

或默许。改革会否实际上重蹈以往“进一步退
两步”的覆辙，值得关注。

    问：德俄“北溪-2 号”项目受到美国制
裁，德国政坛有何反应？ 默克尔执政进入“倒
计时”，德国政局会有什么变化？

答：此次美国的制裁法案，获得了美国共
和、民主两党、参众两院高度一致的背书，其

实质是希望阻止欧盟国家尤其是德国对俄罗
斯的能源依赖、俄欧联合，也为美国页岩气行

业争夺欧洲客户。针对制裁，除了口头上的强

烈反对外，德国政府鲜有有效的反制手段。默
克尔无奈地表示：除了与美进行坚决的商议，

表达对制裁的反对意见外，“我没有看到其他
选项”。似乎在暗示德国政府将不会采取其他

反制举措。首先，德国本身内部有不少亲美的
“跨大西洋主义者”， 本就对该工程持否定态

度。其次，欧盟成员国间对此存在分歧。波兰、

爱沙尼亚、 立陶宛等出于石油过境费等自身

的经济利益考量， 一开始就反对该项目。 再

则，德国缺乏相应的对美强烈报复的能力、手
段和着力点，就如美欧贸易冲突中，美国频

频以德、欧汽车业为施压对象，而德欧只能忍
气吞声一样。 且类似的对美反制举措也与欧

盟和德国历来主张自由贸易和法治信条相违
背。 最后，俄罗斯方面不惧美方施压，表示可

以完成余下部分的施工。客观上讲，不用担心

“北溪-2号”工程就此搁浅。

随着默克尔执政渐入尾声，跛脚日显。德

国和欧洲政坛乃至世界舞台均将逐渐感受到
她淡出所形成的真空和冲击。其一，传统建制

政党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日趋式微，反建

制的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和极左翼的左翼党不

仅登堂入室，而且颇有实力，德国政坛目前的
碎片化局势将会延续甚或加剧。 原来由联盟

党和社民党两大“全民党”主宰德国政坛情形

不再， 联邦议院 6个政党相互博弈角逐的局
面将竞相上演。其二，德国作为欧洲政治最稳

定国家有可能成为过去。 一方面默克尔在党
内控制力下降，另一方面，随着社民党内主张

退出联合政府、 另起炉灶新生代领导人掌
权，两党联合执政的存续恐受挑战，不排除

提前大选的可能。 其三，德国政坛在一段时

期内将呈现青黄不接的态势，缺乏定海神针
式的政治人物。 默克尔的淡出，将预示着老

一代欧洲政治家执政理念和领导方式的结
束。 其四，随着德国政坛碎片化和政党光谱

的变化，议题政治色彩日渐加剧，德国政治
和政策的不可预测性会上升。 其五，作为德

国执政时间最长之一、具有娴熟执政手腕和
国际声誉的政治家，默克尔对其后的政治安

排和设计无疑将会对德国、 欧洲乃至世界政
坛产生相当的影响， 对其会遗留怎样的政治

遗产，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3 德国：受到美制裁 反制有难度

4 欧洲：内部纷争多 与美裂痕大

5 中-欧：机遇很难得 差异出误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