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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集团峰会近日在意大利
举行，其中与乌克兰危机相关
的两项举措引发关注：一是七国
同意通过利用俄罗斯在西方被冻
结资产所产生的利息向乌克兰提
供约500亿美元贷款，二是美国
和日本分别同乌克兰签署双边安
全协议。这些举措意味着什么？
对俄乌局势会有何影响？本期论
坛特请专家解读。

——编者

七国峰会继续“挺乌”
两项新举措引发关注

▲ 俄乌战事仍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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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近日发布对从中国

进口的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初裁

结果：拟从 月 日起分别对三家被

抽样的中汽比亚迪、吉利和上汽生

产的输欧电动汽车加征   . ％、

  ％和  . ％惩罚性关税，对其余

未参与抽查的中国车企平均征收

  %税率，对不配合调查的征收

  . ％关税。

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等均

严正谴责，指出这是违背市场经济

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典型贸易保

护主义举措。

欧盟很焦虑
欧盟对中国输欧电动汽车的反

补贴调查和初裁结果，充分反映了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比较优势和欧

洲自身产业弱势的严重焦虑。

一方面，电动汽车对欧洲汽车

业和社会而言，地位举足轻重。一

是汽车产业一直是欧洲的支柱产

业，对于一直高举气候变化、绿色转

型大旗的欧盟来说，难以轻言放弃

与中国企业的角逐。二是该产业涉

及大量就业岗位，有数据显示在欧

洲直接或间接与汽车产业相关的就

业人数估计为    万。三是在当

前逆全球化思潮冲击、民粹主义盛

行背景之下，欧洲当政者将电动汽

车之争与所谓欧洲社会安定关联在

一起。四是在当前欧洲社会主流对

中国所谓“经济竞争者”的角色定

位、对华“去风险”的地缘政治大氛

围下，不愿再延续  年之前对中欧

光伏争端的柔性处理方式，成为欧

盟此次处理电动汽车争端的“政治

正确”。

另一方面，欧盟也逐渐意识到，

不仅中国车企输欧的电动汽车相较

欧洲本土生产的产品具有明显的价

格优势，而且中国电动汽车登陆欧

洲市场的加速度惊人。据欧盟数

据，中国输欧电动汽车占欧洲市场

的份额从    年的 %上升到    

年的 ％，    年将增至  %。仅

今年 月，中国输欧电动汽车就增

长了  %。

然而，中国电动汽车输欧，并非

欧盟认定的由国家补贴等造成的过

剩产能海外输出。

应该说，中国电动汽车的比较

优势得益于中国汽车业方向选择上

的“换道超车”，包括电池等新能源

汽车产业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发展、

充电基础设施等的完善。同时，也

少不了比亚迪、蔚来、长城、上汽、小

鹏等车企和宁德时代等电池企业持

续打造新能源汽车品牌和电池产品

迭代升级等一系列正确的战略选

择、高效的创新活动和规模效应。

坐下来对话
需要看到，对于这一争端，欧盟

内部意见分歧明显。从反补贴调查

开始到初裁结果出炉，均能看到欧

盟成员国和车企截然不同的反应。

法国由于自身竞争力不足，完

全寄望于贸易救济工具。而德国由

于大众、宝马等车企  %至   %的

利润来自中国市场，担心中国的反

制举措会使其得不偿失。同时，德

国车企自身竞争能力较强，也积极

同中国车企、电池企业合作。再加

上吸引中企赴欧投资建厂和联合研

发、布局在欧产业链，德国车企提高

了自身的电动汽车竞争能力，所以

反对开征惩罚性关税。与德国政府

和车企立场相似的，还有匈牙利和

瑞典等国政府和车企。

中欧固然不一定追求各自“最

优”，但双方互为主要贸易和投资伙

伴，产业链供应链联系紧密。针对

诸如新能源汽车等的争端，理应通

过谈判解决，而不应将其纳入地缘

政治的对抗中，罔顾对方技术和竞

争力比较优势的现实，动辄以“扭曲

市场”等诉诸贸易救济举措相威胁、

打贸易战。

中国坚决反对欧盟的无理指责

和滥用贸易保护工具，保护中企的

合法竞争和利益。但另一方面也应

看到，与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   %

关税的美国不同，欧盟还是留下了

与中国进一步谈判的余地。毕竟，

排斥中国电动汽车对欧盟实现减碳

等目标不利，对欧盟消费者也有

害。正如德国政府发言人所言：如

果能达成友好解决方案，将是非常

可取的。

正如之前的峰会一样，本届七国峰会依

然是对世界各地事务指指点点、肆意评说，会

后声明也充满了空话套话，但值得注意的是

与当前乌克兰危机相关的两项事宜。

企图建立稳定援乌机制
首先是本届峰会决定年内开始向乌克兰

提供500亿美元贷款，但是正处于战火中的乌

克兰显然没有能力偿还贷款。于是，七国首

脑商定用俄乌冲突爆发后被冻结扣押在西方

国家的约3000亿美元俄罗斯国家资产在被冻

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等收益来偿还贷款。此项

决定引起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随着俄乌战事的进展和乌克兰

损失不断扩大，利用俄罗斯被西方冻结扣押

的资产补偿乌克兰的想法一直在西方国家存

在。但俄罗斯与西方并不是直接交战国，直

接没收动用俄罗斯国家资产存在很大的法律

问题。美国在撤离阿富汗后扣押阿富汗在美

国的70亿美元资产并动用其中部分资金补偿

“9·11”受害者，就曾引起广泛非议。

由于俄罗斯在西方的国家资产绝大部分

在欧洲国家（约2800亿美元），所以在直接动

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方面美国比欧洲积极，

不像欧洲需要顾虑俄罗斯的报复。欧洲国家

更担心的是，如果直接动用被冻结俄罗斯资

产，将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法产生巨

大冲击，会极大动摇其他国家对在欧洲投资

和存放各种金融资产的信心。如果其他国家

因为缺乏信任而纷纷减少对欧洲投资和存放

资产，将大大影响未来欧洲在世界经济金融

中的地位，这种结果与直接动用被冻结俄罗

斯资产所产生的利益相比是得不偿失的。

由于现在战事的胶着，西方国家必须持

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援助才有可能稳住战

局，而看不到战事尽头的对乌援助已经在西

方各国内部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议。对欧洲各

国政府而言，今后继续以本国资金进行大规

模对乌援助的难度可能越来越大。为了防止

乌克兰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西

方希望建立一个稳定的援乌机制，向乌克兰

持续提供财政帮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七

国峰会最后作出了动用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

生的利息而不是本金来援助乌克兰，从而避

免复杂的法律争议。但即便如此，俄罗斯也

已经提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盗窃行为”。

双边协议难有实质保障
本届七国峰会另一与乌克兰危机相关事

宜是美日两国相继与乌克兰签署双边安全协

议。其中，美国与乌克兰的双边安全协议主

要内容包括如果乌克兰遭受武装袭击或威

胁，美国和乌克兰高级官员将在24小时内会

面，商讨应对措施，并确定乌克兰需要哪些额

外防御需求，美国将在双边框架内向乌克兰

国防工业发展和扩大军队的计划提供援助

等，协议有效期为十年。

其实这种双边安全协议的安排最早由英

国在1月与乌克兰签署，然后德法意等多个欧

洲国家先后与乌克兰签署了类似协议，内容

大都相似，有效期一般也都是十年，迄今已经

有十多个国家与乌克兰签署此类协议。

一些欧美国家之所以开始此类安排，与

战场态势变化有关。一方面，只要俄乌战事

还在进行，乌克兰就难以成为北约成员国获

得其需要的安全保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

贝格多次表示，乌克兰只有在打败俄罗斯后

才能加入北约。另一方面，去年乌克兰夏季

反攻受挫后，俄罗斯发起冬季反攻，到今年年

初占领了乌东军事要点阿夫季夫卡，现在仍

然在绵延近2000公里的战线上多个地点发起

进攻，甚至重启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进攻。当

时西方舆论普遍对战事前景表示悲观，甚至

认为乌军防线有崩溃的危险。与此同时，在

一些西方国家内开始出现对旷日持久的战事

和没有尽头的对乌援助的各种反对声音。为

了维持乌克兰的信心和保持对乌持续援助，

北约内部一些具有较强经济和军事能力（如

英法德意）以及有较坚决援乌政治决心的国

家（如一些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开

始在北约框架之外与乌克兰签署双边安全协

议，以确保即便将来以北约或欧盟名义的对

乌援助可能在内部引发争议无法及时落实，

也可以先启动双边框架内的对乌援助。

但是这种双边安全协议存在很多缺陷。

首先它不具有自动参与的军事同盟性质，即

在乌克兰遭到攻击时另一方并不会自动参

战，只是会与乌克兰商讨提供各类援助。其

次此类协议属于政府间行政协议，并不具备

需要两国立法机构批准的双边条约的法律属

性和约束力。而且有些双边协议比如美乌协

议本身就有条款约定，在任何一方停止协议

后协议即失效，也就是只要一方发生政府变

动，取消此类协议并没有太大障碍。考虑到

美国11月大选以及欧洲各国右翼极右翼势力

的崛起，此类双边协议只可说是聊胜于无，很

难有实质性的保障。

和平谈判才是必由之路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三年，俄乌两国人

民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目前还看不到短期

内战事有结束的迹象。由于俄乌战事延宕已

严重影响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国际社会要

求止战停战以及劝和促谈的呼声越来越多。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最近都数次提出和谈的前提条件，俄罗斯要

求乌克兰必须撤出乌克兰东部四州之后才能

开启和谈，乌克兰则要求俄罗斯必须撤出

1991年两国边界线、进行战争赔款和惩办战

争罪犯。

虽然俄乌要求差距巨大，但双方显然也

都意识到长期战事的伤害，因此不时发出和

谈信息及和谈目标来回应国际社会的和平呼

声。从这个角度观察，俄乌双方至少已经认

识到很难完全依照自己的目标需求来赢得战

争，战事最后必然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和谈才

能找到出路。虽然现在看开启和谈进程的门

还很窄，门后的通道也还十分昏暗，但这是通

往和平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