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英国脱欧谈判无疑仍是今
年欧洲时事的焦点。但这注定是
个冗长的过程，且困难重重。

丁纯!在英国国内，梅首相
打着增强自身合法性和巩固执
政地位，以及推进脱欧进程的如
意算盘，却错判了形势，低估了
民众对英国脱欧的态度分歧和
对内部民生的关注。她试图借助
当时保守党居高不下的民调，提
前三年大选，锁定胜局，以获取
在脱欧谈判中的强势地位。但 !

月举行的大选却让她偷鸡不着
反蚀把米，反而令保守党失却了
组阁优势，形成“悬浮议会”，被
迫与北爱民主统一党组成少数
内阁。

英国内部对脱欧进程和条
件的分歧以及相对弱势的梅政
府，在空前团结一致的欧盟 "#

国面前，相较此前的硬脱欧姿
态，无疑缺少主动权，在分手费、
与爱尔兰边界问题以及欧盟公
民在英权利等三大谈判焦点问
题上做出的妥协显然更多。尽管
年底双方达成协议，初步就第一
阶段问题如期达成妥协，明年得以就脱欧
的核心问题贸易关系展开谈判，但此前第
一阶段谈判差点因北爱民主统一党反对而
在和北爱尔兰边界问题上谈崩。“软、硬”边
界搁浅恰恰反映出英国内部在退欧问题上
的严重分歧，和英欧脱欧谈判中存在的不
确定性。

徐明棋!未来，英国与欧盟在自由贸易
关系上的谈判也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在英国是否要继续遵循欧盟金融监管相关
准则等问题上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对于英
国和欧盟之间金融市场的稳定会产生重要
影响。

经济复苏向好但一体化遇阻
! ! ! ! "$%#年，经济周期的自然恢复与相关政
策刺激令欧洲经济更快复苏，但要彻底走出
低谷，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

今年加速复苏
经合组织把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预测调

高至 %&'(，这是自 "$$)年欧洲债务危机以来
经济增长形势最好的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行预测的 "$%#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
更是提高到了 "&%(，未来欧盟和欧元区的经
济将有可能持续维持这一增长势头。

欧盟经济终于开始走出低迷，主要原因
一是经济周期的自然恢复。经历长达'年的低
迷，欧洲在去年就逐渐走出泥潭，开始了逐步
复苏的步伐。今年的增长势头进一步增强。原
因二是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欧洲
央行从"$%*年+月开始每月购买*$$亿欧元的
债券，"$%!年+月%$日又宣布从当年,月起将
购债规模扩大至每月'$$亿欧元，并下调欧元
区主导利率*个基点至零，下调欧元区隔夜贷
款利率和隔夜存款利率。"$%!年%"月'日，欧
洲央行又将购债期限从原来"$%#年+月延长
至"$%#年%"月。到了"$%#年%$月"!日，欧洲央
行在原计划购债计划快到期之前，又再次将
购债计划延长至"$%'年)月，只是从"$%'年月
起购债规模从每个月!$$亿缩减至+$$亿欧
元。连续三轮的量化宽松，使得欧洲央行的量
化宽松已与美联储的三轮量化宽松规模不相
上下，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逐渐显现。

原因三是全球经济经历长期调整后，逐
步进入复苏的高潮阶段，美国经济复苏动力
强劲，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企稳，这对于欧洲
出口也带来了较好的效果，带动了德国等几
个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欧盟国家的经济增长。

风险不容低估
尽管如此，欧盟面临的风险仍不容低估。

除了脱欧谈判带来的风险，还有诸多挑战。
首先是地缘政治风险。中东局势不稳以及

与俄罗斯的关系难以正常化，都会给欧洲经济
带来很多不确定和负面影响。中东石油对欧洲
的重要性超过对美国和其他地区。中东离欧洲
很近，新的军事冲突如果爆发，难民问题又会
令欧洲头疼。而在欧洲内部，极右政党在德法
都有了长足发展。极右翼政治力量壮大，影响
力上升，对于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不可小瞧。
德国目前组阁谈判不顺，联合政府前景仍不够
明确，都是内部政治不稳定的表现。

其次，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也可能成为
欧元区的风险。目前欧元区内部对于欧洲央
行政策存在争论，欧洲央行持续的量化政策
已遭到德国一些机构和人士的反对。如果未
来欧元区通胀有了明显上升，欧洲央行将不
得不迅速退出量化宽松，甚至不得不提高利
率。如果欧洲央行比原先计划的时间表提前
退出量化宽松，可能给欧洲经济乃至全球金
融市场带来新的风险和冲击。
如果欧洲央行退出量化宽松，欧洲银行危

机可能重新爆发。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在欧
债危机爆发后都出现了银行大面积资不抵债
的困境，后来经政府注资和解救，逐渐得到缓
和。总体上看，大多数国家的银行业问题在银
行联盟和欧洲稳定机制的构建后逐步得到缓
解。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持续这么长的时
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帮助银行缓解困境。但
未来在通胀启动后，欧洲央行将不得不退出宽
松货币政策，届时意大利和葡萄牙的银行危机
可能再度浮现。如果欧盟以及这些国家没有做
好准备应对这些挑战，意葡银行危机可能成为
影响欧盟未来经济增长的风险源。

再次，欧洲一体化进一步推进面临不小
的麻烦。在《罗马条约》签署 !$年的今天，欧
盟一体化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债务危机加
大了成员国间的发展不平衡，也加深了成员
国间的不信任。现在经济复苏开始后，这种不
平衡仍在加大，德国和北欧以及一些中东欧
国家经济增长势头较好，而南欧及一些东欧
国家经济状况较差。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内
部存在着一种“去一体化”思潮，英国退欧虽
然没有直接引发其他国家的退欧潮，但对欧
盟现有机制和欧盟主要成员国试图推进财政
一体化、社会政策一体化等议题，很多国家表
示了不满。在一些本就存在民族矛盾和纠纷
的国家，分裂主义思潮更是把很多矛盾与欧
洲一体化纠合在了一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的独立公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维谢格拉德
集团也被西欧主要国家看成是对一体化潜在
的威胁。虽然多速一体化进程已成为现实，但
在机制上形成多速一体化仍难以达成共识。
这将给欧盟的内部政治稳定和维持现有一体
化机制带来挑战，也会影响欧洲的经济发展。
最后，欧盟与美俄关系不确定性增大。特

朗普对德国的不满溢于言表，而对英国的支持
又让欧洲，尤其是德法不满。美欧在跨大西洋
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以及双方在北约中
权利与义务问题上的分歧也在加大。美欧既是
政治盟友，又是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如果这
些摩擦不能克服，会给欧美贸易投资的扩大带
来不利。在对俄关系问题上，欧盟成员国内部
也存在严重分歧。加上美国国内反对俄罗斯的
势力继续对特朗普施压，欧盟短期无法改善与
俄罗斯的关系，将导致欧俄经济和贸易难以顺
利发展，对于欧盟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风险点。
未来，欧盟仍需花大力气在全球化和内部

一体化之间寻求平衡，加强与中国等新兴市场
经济体合作，才能真正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

政坛笼罩在民粹主义阴影之下

! ! ! ! "$%#年的欧洲，尽管没有飞出诸如英国
脱欧那样令人诧异万分的“黑天鹅”，但政局
焦灼、喜忧参半、纷杂无序：欧洲多国选举呈
现出传统建制政党和右翼民粹政党的对决，
开放、支持一体化和封闭、反一体化、去全球
化之争。这反映出欧洲政坛传统建制政党走
弱，民粹势力坐大，政坛右倾化加剧的事实。
同时，围绕着英国脱欧谈判进程，英国内部和
英欧间也不断上演激烈博弈的戏码。在欧盟
层面，试图重整旗鼓、推动一体化再出发的雄
心和尝试遭遇民粹的阻遏，部分成员国的离
心倾向相对上升。

多国大选涉险过关
从相关欧盟成员国的选举结果看，总体

来说有惊少险，涉险过关。
+月的荷兰大选成为了本年度欧洲国家

选举的风向标，不是要选出最好的，而是要反
对最差的。看点是当值的荷兰首相马克·吕特
所领导的荷兰自民党和有着“荷兰特朗普”之
称的维尔德斯所领衔的主张反伊斯兰、反欧
盟、反移民政策的右翼民粹政党荷兰自由党
之间的对决。最终自民党胜出，勉强赢得选
举，算个不坏的开端。,-*月间的两轮法国总
统选举则被称为历史上最难预测的一次法国
大选。由于法国在欧洲一体化中举足轻重的
核心地位，以及质疑一体化、反全球化的极右
翼法国国民阵线咄咄逼人的凌厉攻势，对法
国和欧盟来讲这次大选可谓生死攸关，堪称
欧洲和法国的路线和方向之争。在勒庞毫无
悬念地挺进第二轮后，异军突起、非左非右、
强调亲欧、推动欧盟建设、用数字经济拥抱全

球化的共和国前进党的领导人马克龙不仅最
终以 !!(拿下大选，而且在此后的议会选举
中出人意料地大获全胜，让法国和欧洲、乃至
世界悬起的心总算复位。而 )月的德国大选，
尽管联盟党和社民党均创下史上最差成绩，
但仍无悬念地稳坐德国第一、二大党的交椅，
基本无民粹政党上台执政之虞。

欧洲政治图谱右移
但民粹主义政党在这几个国家未能上台

并不意味着欧洲再无后顾之忧。民粹主义思
潮在欧债危机、难民移民危机及恐袭等内外
安全问题的加持下，在欧洲政坛登堂入室，欧
洲政治图谱右移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荷兰，输掉大选的荷兰自由党获得的
选票较上届相比反而多了 *席，而获胜的自
民党却少了 %$席。而竞选后期吕特强硬回应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要求上所反映出来的政
策收缩和向右倾斜，即是自由党主张影响民
意，并束缚自民党、使之右转的明证。

在法国，国民阵线毫无悬念地挺进第二
轮，最终取得 +,(的历史最优成绩，其保护法
国产业等主张为胜选后的总统马克龙所吸
收。而传统中左翼社会党和中右翼候选人首
轮即被淘汰，反衬出民粹政党在法国政坛已
蚕食了大量地盘。

在德国，极右的另类选择党一举获得近
%"&!(的选票，使德国在战后 !$余年里首次
出现极右翼政党挺进联邦议院的“灰犀牛”事
件。此后，德国联盟党与自民党及绿党的“牙
买加”组合失败，如果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大
联合政府，另类选择党很可能成为议院最大
的反对党，直接掣肘德国的内政外交。

而在奥地利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奥

地利自由党表现分外抢眼，成功入阁与自民
党组成联合政府。而随着地方分离主义在欧
洲愈演愈烈，猝然爆发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地方政府强行推进独立公投，并宣布独立。尽
管最终以闹剧结束，但无疑也可归类于民粹
主义作祟而引发的事件。这些反映出民粹政
党试图以地方经济利益为抓手，以公投等直
接民主形式煽动民粹、绑架民意、分裂国家。

博弈将延续至未来
欧洲何处去的命题再次徘徊在欧盟上空。
一方面，随着欧洲经济持续平稳好转，尤

其是法国大选尘埃落定，欧洲一体化可能遭
遇的最大暗雷暂时被拆除引信。马克龙上台
可谓新人新气象：打破传统党派窠臼，兼顾各
政党力量平衡；在聘用老派政党可用之人时，
吸纳新人入阁；在劳动力市场、教育、财政预
算和简化行政上接连推出改革举措，向腐败
的顽疾开刀，改造法国。针对欧盟和欧洲一体
化，马克龙也频频提出包括稳固法德轴心、设
立欧盟财长、发行欧洲债券等一系列欧盟改
革倡议，试图稳固法国在欧盟和国际上的地
位，积极推动一体化进程。这些倡议，在年终
的欧盟峰会上再次得到了跛足的德国总理默
克尔的热烈回应，法德轴心明显在重新组合
中。同时，在英国脱欧、反复强调美国优先的
民粹总统特朗普上台并退出《巴黎协议》等一
系列外来压力下，欧盟重申初心，再次出发的
愿望也得到了增强，充分体现在包括“多速欧
洲”等欧盟未来可能走向的讨论和以 "*国初
步达成永久结构性合作的《欧洲防务联盟》为
标志的理念和实践中。

另一方面，面对因全球化负面影响而加
深的社会和财富差距和心态失衡，以及频现
的移民危机和恐袭等暴露的安全担忧而深化
的民粹主义思潮和压力，一体化的推进在各
国遭遇了相当的阻力，正能量只是略占上风。
一体化和去一体化的博弈将延续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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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5年终特刊新一轮全球化与中国方案

! ! ! !丁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
任、欧盟让·莫内教授、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

! ! ! !徐明棋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

!

德
国
总
理
默
克
尔
"

左
#

$

英
国
首
相
特
雷
莎%

梅
"

中
#

与

法
国
总
统
马
克
龙
在
十
月
的
欧
盟
秋
季
峰
会
上
碰
面

图

%
&

欧洲:“黑天鹅”未飞“灰犀牛”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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