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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峰会：分歧中找最大公约数
防疫政策难以统一 为“脱欧”作最坏打算

    去年，欧洲人还在热火朝天地讨论统一

市场问题，但今年，协调各成员国的疫情应对
措施、未来同英国的贸易关系，这两个更迫切

的问题摆在欧盟领导人面前。
15日，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又要召开，人

们却在成员国噼里啪啦的小算盘声中，听到
了“欧洲一体化”梦碎的声音。在分歧中寻找

最大公约数，究竟有多难？

协调防疫政策
被吐槽没意义

刚见过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海外属地官员
确诊，德国柏林、法兰克福、不莱梅和杜塞尔

多夫相继“失守”，马德里申请解除警戒状态
被西班牙政府拒绝，奥地利亮橙色警报的地

区越来越多……
面对来势汹汹的第二波疫情以及肉眼可

见的抗疫持久战，欧盟始终希望成员国能步

调一致，统一卫生政策、规范隔离时长、协调
旅行指南，共同抗疫。

但事与愿违。曾被视为欧洲抗疫典范的

德国，并不愿意再次承受停摆的代价；欧洲感

染率最高的荷兰，酒吧餐馆里供顾客留下联
络信息的小册子无人理会；西班牙地方政府

和中央政府在防疫措施上龃龉不断……
本国防疫政策都如此难落地，又哪里顾

得上欧盟？一些国家的驻欧盟大使直言，各国
检测能力、经济因素等差异巨大，“试图协调

各国卫生政策几乎没有意义”。

但欠缺协调性的抗疫能走多远？这个问
题已经开始让欧洲人困扰。

刺激经济计划
有国家不领情

调整各国卫生防疫政策而不得，拖累的
最终是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预测，今年欧元区经济可能将收缩 10.2%。
为了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欧盟做了

一件大事，通过了一项价值 1亿欧元的基金
和 7500亿欧元的复苏财政预算。

但面对这份号称欧盟“史上最强”的经济

刺激计划，也有成员国并不领情。波兰副总理

卡钦斯基表示，波兰可能否决未来 7年的欧

盟预算框架，以及针对疫情冲击的经济复苏
计划，理由是欧盟将成员国获得资金的门槛

设定为“共同价值观和法治”，“这是对波兰的
勒索”。

众口难调，不是欧盟的新问题。

欧英关系谈判
有太多谈不拢

令欧盟烦心的，还有英国“脱欧”后与欧
盟的贸易关系何去何从。

舆论都在关注，从 2016年英国公投拉开
的“脱欧”大戏，究竟能否在这一次欧盟峰会

上“剧终”。
然而，在这个英欧底线碰不拢的谈判上，

欧盟遇到了“拖后腿”的成员国。芬兰警告英

国和欧盟，当下双方的分歧可不只是公平竞
争环境和渔业。“欧盟 27国各自具体的敏感

需要在欧英谈判中得到更多关注。”芬兰的欧
盟事务部长图普布兰宁说，“对我们芬兰而

言，重要的是更多关注航空议题。”

既然谈判如此艰难，英欧都已经做好了

最坏的打算———英国无协议“脱欧”。只是，如
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加上疫情影响，英国会

在未来 10年每年损失 1340亿英镑，而欧盟
企业将损失超过 70万个就业岗位，“法德轴

心”受到的冲击最大。

一体化太艰难
团结仍然是梦

尽管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动了 70余年，尽
管法国总统马克龙曾一度试图扛起欧洲一体

化大旗，但“团结一致”“铁板一块”至今是一
个悬在空中的梦。

去年，容克在卸任欧委会主席前的最后
一次盟情咨文中，将“团结”和“欧洲主权”作

为关键词，用“内忧外患”来作为 2020年欧洲

可能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如今，疫情与“脱欧”
更放大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在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刻，欧盟峰会究竟
还能不能托起欧洲人的未来？恐怕欧洲人现

在已无暇顾及。 本报记者 齐旭

通过中间方传话
14日谈判现场除黎以双方代表，还有

联合国官员和美国分管近东事务的助理国
务卿申克、美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德罗什。

美国近十年来一直积极促成双方谈判，但直
至本月初，黎以才分别同意启动谈判。

以色列官员先前说双方将进行直接谈
判，黎巴嫩予以否认，指双方代表不会直接

对话，而是通过中间方传话。
以色列派遣 6名代表，包括能源部办公

厅主任亚迪利、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外交政策

顾问和军方战略部门主管。黎巴嫩派遣 4名
代表，由陆军副参谋长亚辛领衔，外加军官、

石油事务官员和海上边界法律专家各一名。

并非关系正常化
谈判开始前，黎以均强调无意就此开启

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

以色列能源部官员说，边界谈判或许有
望在数月内结束，“是以有限努力解决范围

界定清晰的有限问题”，“我方不抱幻想，目
标不是要创建某种正常化或和平进程”。

黎巴嫩总统奥恩 13日会见谈判代表团

时强调，黎以就海上边界展开的间接谈判应
仅是技术性质，“仅局限于海上边界这一特

定问题”，不意味着黎以关系正常化。

美国促谈有私心
黎巴嫩与以色列就一块约 860平方公

里的三角形海域存在争议，双方都主张它应

归入本国“专属经济区”。近年勘探发现，争
议海域蕴藏丰富油气资源，双方都希望加以

开发利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 8月初发生
大爆炸后，国内政治和经济危机加深，因此

希望借近海油气开发缓解财政困境。
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政治学教授哈

尚说，黎以如果能就海上边界达成协议，对

黎巴嫩来说是最佳方案，这样它可以启动争
议海域内的近海油气田 9号区块工程。陆地

边界谈判会更加复杂，因为势必涉及是否要
求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问题。

不过，哈尚质疑谈判时机，认为美国此
时促成启动谈判，可能是有意在大选临近时

打造一项“外交政策新成就”。 沈敏

以批准新建2000余套西岸定居点住房
    新华社耶路撒冷 10月 14日电 以色列

民政局高级规划委员会 14日宣布，批准在约
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新建 2000余套住房。

这是以色列与阿联酋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以
来，以色列首次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

居点新建住房。
以色列民政局高级规划委员会说，委员

会最终批准在约旦河西岸多个犹太人定居点

新建 1313套住房的计划，另外新建 853套住

房的计划已获初步批准。

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
列的决定违反国际法，国际社会应向以色列

施压，要求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张定居点。
美国、阿联酋和以色列 8月 13日发表联

合声明，同意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全面正常
化。声明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和在阿联

酋支持下，以色列将暂停对美国“中东和平新

计划”中提及的区域实施主权。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随后表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部

分地区实施主权的计划不会改变，特朗普只
是要求以色列暂缓实施该计划。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
之一。以色列在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

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此后
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

坦坚持，除非以色列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

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

土耳其勘探船
重返东地中海

    新华社上午电 土耳其官员 14日证实，

“雷伊斯”号勘探船已经抵达东地中海目的
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希腊喊话说，会给

对方“应得的回应”。
土耳其能源部长登梅兹说，“雷伊斯”号

已经到达计划作业的海域，13日完成测试，
14日将得到首批勘探数据。“雷伊斯”号将在

东地中海作业至 22日，包括卡斯泰洛里佐岛

以南海域。希腊宣称对卡斯泰洛里佐岛附近
海域拥有主权，但土耳其不予认可。

德国和美国将土耳其的最新举动称作
“挑衅行为”，批评土耳其单方面挑起事端，要

求撤回勘探船。希腊国务部长耶拉佩特里蒂
斯也要求土耳其撤船，否则拒绝对话。

埃尔多安 14日向希腊喊话说，希腊会得
到“它该得到的回应”，并表示土耳其另一艘

钻探船“亚武兹”号也将返回东地中海。
土耳其 8月派“雷伊斯”号在东地中海海

域勘探油气资源，直至 9月中旬返回土耳其。
土耳其和希腊在此期间既打“口水仗”又“秀

肌肉”，分别在东地中海举行军事演习。在德
国斡旋下，双方同意就油气勘探恢复对话。

古巴货币改革
宣布初步计划

    新华社哈瓦那 10月 13日电 古巴政府

13日宣布包括取消双轨制货币和汇率体系
在内的货币改革初步计划。

古巴落实发展纲要委员会主席穆里略
说，货币改革将包括统一货币与汇率体系、改

革国家补贴体系和民众收入体系。古巴将恢
复单一汇率制，废除可兑换比索，保留比索，

以促进经济有效运转；提高民众工资、退休金

等收入，以应对货币与汇率并轨后可能出现
的比索贬值；取消过多补贴，将补贴商品变为

补贴个人，以寻求合理分配财富。
古巴目前流通比索和可兑换比索两种法

定货币，其中可兑换比索与美元等值。古巴国
有部门记账时，1可兑换比索相当于 1比索，

而在银行等兑换点，1可兑换比索可兑换约
24比索。穆里略表示，并轨进程开始以后，至

少 6个月内将保留现有汇率，使民众有充足
时间兑换。

可兑换比索也被称作新比索，诞生于
1994年，自那时起古巴一直实行双轨制货币

和汇率体系。近年古巴有意推动货币改革，但
因对经济和民生有很大影响而进展缓慢。

希望促成各自开发争议海域油气资源

黎以启动海上边界首轮非直接谈判
    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 14日在黎巴嫩南部边境
城市纳古拉就海上边界争议启动“间接谈判”。谈判在
联合国驻黎临时部队基地内举行，双方代表同处一室，
由居中斡旋的联合国和美国代表传话。黎以均强调谈
判并非双方关系正常化迹象，但希望谈判结果促成各
自开发争议海域内的油气资源。

■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黎以双方谈判的黎巴嫩南部边境城市纳古拉巡逻 图 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