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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是本届欧盟机构任期的最后
一年。在全球大转折的背景下，欧盟的政
经、社情呈现时代交替、嬗变的过渡性特
征。总体来讲，内忧外患，已破未立。

过去未去!恶果在发酵
过去未去，恶果仍在发酵。随着经济全

球化的深入，世界经济不平衡加剧，国际治
理结构嬗变加速。新兴国家崛起，欧盟不进
则退。尤其是欧债、难民、乌克兰危机、英国
“脱欧”等一系列危机叠加，对欧洲社会产生
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彰
显。

其一，经济复苏迟缓，贫富差距扩大，
中产规模缩水，社会缺乏共识。欧洲经济复
苏乏力，失业率仍高，增长不如人意，年底
量化宽松计划正式退出。贫富分化、国家和
地区间差距增大，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社
会大众的失落感加剧，仇富、反精英情绪骤
升。此次发端于法国、后蔓延至荷、比、奥、
德等国的“黄马甲”运动，堪称是欧洲社会
中下层各种不满迸发的总缩影。

其二，欧洲政坛民粹思潮盛行，政治
光谱右移，传统主流政党式微，极端政党
登堂入室%政坛碎片化。欧洲此前一系列危
机和传统主流政党充满争议的政策，加剧
了民众失落感和愤懑氛围。为欧洲各国排
外、反移（难）民、反建制和疑欧的民粹势
力，凭借大众关心的议题迅速壮大、甚至
上位准备了温床。

在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借难民问
题异军突起，不仅挺进议会而且成为最大
反对党，令德国政府组阁遭创纪录的半年
难产之痛。难民处置问题使德国朝野纷争
频仍，传统大党在州选举中接连失利，因
拥抱难民政策而倍受诘难，默克尔黯然辞
去党主席；在匈牙利，以反移民、提高退休
金为口号的欧尔班政府连续第三次高票
连任；在意大利，大选中极左反移民的五
星运动和极右疑欧的联盟党，于 &月组成
了欧盟国家中首个民粹政府；在瑞典，反
欧盟的极右翼瑞典民主党在今年大选中
获得了创纪录的 #'(&)的选票，使传统的
瑞典社民党陷入组阁困境。

其三，欧盟在内部治理和成员国关系
上，挑战不断，领导力缺失，内部凝聚力明
显下降。难民问题首当其冲，摊派计划因
频频遭受中东欧、南欧国家阻击而落空，
欧盟权威尽失。法、德、英三大国均自顾不
暇，渐失引领和轴心作用：德国面临领导
层代际交替，且一贯秉持量力而行的准
则，法国心有余而力不足*自身改革遭遇空
前阻力，巩固法德轴心再出发的呼声高于
实际进展，英国则深陷“脱欧”泥潭。最令
欧盟难忍的就是匈、波等国通过修宪，管
控媒体等，背离欧盟主流价值观的倾向日
浓，招致欧洲议会无奈祭出《里斯本条约》
第 '款实行“家法”制裁。

未来已来!塑形需时日
未来已来，塑形尚需时日。
“黄马甲之挫”显示欧洲改革遭遇的

强大阻力和新生代领袖需要面对的挑战。
非左非右、无传统大党支持、高人气

上位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无疑是新时代欧
洲领导人的代表。他提出了一系列对内深
化改革、重振法国经济，对外强化法德轴
心和推进欧洲一体化的举措。一方面，法
国经济初有起色：去年经济增长 &年来首
次接近 !+，公共财赤 #, 年来首次低于

-)。另一方面，包括此次上调燃油税等一
系列举措，动了法国社会、尤其是中下层的
“奶酪”、增加了负担，酿成了“黄马甲”抗议
运动乃至骚乱。马克龙被迫两次让步，不仅
暂停征税，而且提高最低收入补贴，实施紧
急状态，推高明年预算赤字，其支持率也降
至 #$)的迄今最低点，使改革计划近乎夭
折。加上此前因改革而下台的德国总理施
罗德，意大利总理蒙蒂、伦齐等先例，昭示
了当今欧洲社会“谁改革谁下台”的魔咒和
互联网时代改革之难。
此外，预算案冲突中意大利民粹政府

与欧盟的争执、妥协是否预示欧洲民粹执
政党未来演化路径和其与欧盟主流间常态
互动模式，值得关注。
意大利民粹政府 &月上台后，在难民

问题上高调对抗欧盟，推出史上最严《移民
法》，还指责欧盟紧缩政策是束缚意大利发
展的罪魁，不惜公然突破欧盟有关财政赤
字的约束，实施降低退休年龄和提高贫困
人群收入计划，向欧盟递交财赤逾 !./+的
!,#0年度预算，但遭遇欧盟的两度断然回
绝。后者以对意大利启动“超额赤字程序”
相威胁，即对其实施罚款 "(!+123和一系
列更为严厉的财政监管举措。最终意大利
政府自寻台阶，向欧盟妥协。

这体现出欧盟维纪执法的坚定意志%

也说明当家才知柴米贵，反体制政党一
旦入阁主政%不得不受到体制束缚。意政
府忌惮预算危机重挫其投资和经济、影
响其明年欧议会选举的选情而妥协。加
上执政后不再重复在野时“脱欧”叫嚣，
凡此种种，是否昭示了这些喊着反移民、
改善生活等而崛起的民粹党派，上位入
阁后渐受体制束缚的演化路径，以及其
与欧盟主流间这种对抗、妥协的互动模
式，还有待持续观察。
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侵蚀了美欧联

盟关系，让欧洲感叹“完全依赖别人的日
子”已经过去，但新型的美欧关系尚未完成
塑形。
过去一年，欧洲深受特朗普“美国优

先”政策的接连痛击：政治上，欧盟被指责
成德国傀儡，英国“脱欧”受到美国肯定；经
济上，从加征钢铝关税到威胁对欧产汽车
下手，美国大打贸易战；防务上，从威胁取

消保护承诺，美国逼交北约防务费到怒怼
“欧洲军队”；国际治理上，美国推行单边主
义，退出欧盟视为重大外交成就的伊朗核
协议；价值观上，美国质疑欧洲最为珍视
的多边主义等主流价值观。但依旧难离美
国的欧盟，如何重塑新型美欧关系，仍是
未知数。

艰难奋进!前路仍遥遥
面对一系列内忧外患，欧盟和成员国

仍在孜孜以求，踯躅前行。
欧盟层面，政治上坚持一体化，强硬回

应来自民粹政党、政府在难民、预算等领域
的各种挑战；经济上，强化欧元区救助机
制，同意欧洲稳定机制45678为银行业单一
清算机制提供贷款支持。还拟制定计划，增
加在能源、大宗商品等战略领域欧元的使
用结算便利，抬欧元抑美元；防务上，继去
年签署军事领域“永久结构性合作”协议
后，今年 &月欧盟 0国签署“欧洲干预倡议
书”，承诺组建欧洲联合干预部队；在全球
治理上，明确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持多边
主义和自由贸易，提出了以规则为基础的、
多边主义框架下的9:;改革方案。同时，
积极推进自贸协定谈判并取得重大进展，
和日本谈成了具有标志意义的欧日自贸协
定；推出了亚欧互联互通战略，并明确指
出，要和中国合作；顶住美国压力，坚持遵
守伊核协议。
成员国层面，法国马克龙政府上任后

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欧盟改革、推进
一体化的计划。诸如建立共同预算和欧盟
财长、建立欧洲货币基金、加强共同防务、
夯实法德轴心等举措，今年受到了开启第
四任期的“跛脚”总理默克尔量力而行的回
音，达成了不少缩减版的协议。
此外，迟缓但持续复苏的经济，来自昔

日盟友美国的挑衅、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压
力，英国混乱“脱欧”的现状，使各国民粹政
党不再敢动辄以“脱欧”造势。
欧洲民众抱团取暖需求上升，对欧洲

一体化的信心有所回复。数据显示，!,#'
年秋以来，民众对欧盟的信任度上升了一
个百分点，达到 /!<。目前欧洲民众和各
种势力均在期盼和角逐明年欧盟机构的换
届，迷茫中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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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内忧外患 已破未立
政治光谱再右移 经济复苏乏力度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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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对欧盟来说，是仍在
各种危机中挣扎的一年。

承受多方压力
!,#$年，欧洲一体化承受了

多方面的压力，来自难民和英国
“脱欧”谈判的冲击最大。

欧盟中东欧成员国一直反对
德国政府相对温和的难民政策，西
欧多国极右翼政党也强烈批评欧
盟难民政策，而且利用这一议题在
选举中扩大了支持度。极右翼政
党尽管只在奥地利和意大利赢得
了执政地位，但欧盟内部政治上的
右倾以及传统政治力量的衰弱似
乎难以逆转。而这些极右翼势力
对于欧洲一体化抱有疑虑甚至反
对态度，让马克龙试图全力推动欧
洲一体化的很多议程成为纸上谈
兵。欧盟今年 &月虽然达成了解决
难民问题的协定，但成员国在处置
难民具体问题上的分歧犹存，法德
轴心推动一体化的动力明显衰竭。

英国“脱欧”谈判的进程一波
三折。英国“脱欧”是英国政治经
济各种势力博弈以及欧盟面临各
种危机冲击的一个混合产物，曾经
被看成是欧洲去一体化的开始。
经过艰难谈判，英国与欧盟年底达
成协定。如果协定在英国议会通
过，“脱欧”对英国和欧盟带来的冲
击将会比较小。如果遭到否决，不
仅英国首相可能下台，英国“脱欧”
的事宜也可能变得扑朔迷离。目
前英国与欧盟都在准备应对可能
出现的“无协议硬脱欧”状况。

欧盟经济增长动力今年也开
始减弱，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至 !+

左右。欧洲中央银行年底结束了
量化宽松计划，尽管利率仍然维持
在低位，欧洲中央银行暂时还不会
缩减资产负债表。没有了欧洲央行的扩张性货
币政策，一些债务水平高企的国家，如希腊、意
大利等能否维持较低的再融资成本将成为问
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一体化持续推进的
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继续化解矛盾
!,#0年，欧盟仍将在各种矛盾和冲击下

通过其特有的机制化解矛盾，继续沿着其深化
一体化的方向艰难前行，尽管步履蹒跚但不会
倒退。
欧盟仍将面临重重困难。主要成员国内部

改革遇到的阻力超乎传统政治精英集团的预
判。法国“黄马甲”抗议活动已经蔓延至比利
时、荷兰、西班牙甚至德国。而不改革则欧洲经
济很难从沉重债务负担下解脱。经济无法振兴
则政治的稳定将失去基础，推进一体化的动力
和能力也将受到制约。

但是有理由相信，欧洲一体化成果也不会
轻易被冲垮。欧洲主体政治力量对于欧洲唯有
增强一体化才能走出困境有着深刻认识。#!月
/日经过欧盟财长的艰难讨论，法国提出的欧
元区统一预算虽然未被采纳，但在欧元区一级
设立基金强化 567救助能力的方案得到了认
可。这意味着成员国在维护欧元稳定，捍卫一
体化成果上仍然是坚定的。

英国“脱欧”并不意味着欧盟的崩溃，英国
从来都没有真正参与欧盟核心的一体化进程，
既没有加入欧元区，也不是申根协定的成员，
更没有参与财政契约，也不是欧洲银行联盟的
成员。因此，英国退欧对于欧盟只有象征性的
破坏和冲击。有理由相信欧盟将在没有英国的
参与下继续推动其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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