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17年12月21日 星期四

编辑/谢雷鸣 制版/高志霞

电话/010-64664888-2051 maoyibao1@163.comINTERNATIONAL 国际

编者按：邻居之间躲不开，俄罗斯与欧盟这对“冤家”争吵打闹了
好多年，却相互离不开。由乌克兰问题引发的制裁和反制裁更令欧
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经贸关系持续恶化。目前，人们比较关注的是：俄
罗斯和欧盟到底想以怎样的双边关系走向未来？

如果说挥起经济制裁大棒之
初，欧盟国家还算是同仇敌忾，那
么，经过 3年多的制裁与反制裁，欧
盟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分歧。今年
10 月份，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访
问俄罗斯时明确表示，德俄关系十
分重要，希望双方加强经济联系。
而德国外长甚至曾公开宣称，欧洲
是俄罗斯唯一真正伙伴。据数据统
计，2017 年第一季度，德对俄直接
投资额达到 3.12 亿美元，超过 2016
年全年投资额。德国的行为其实与
反对制裁俄罗斯无异，严重削弱了
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

在德国之后，捷克总统泽曼、奥

地利新任总理库尔茨都态度分明地
表示，不赞成欧盟对俄罗斯进行制
裁，主张逐步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
摒弃冷战时期的集团式思维。

“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持
续 3 年有余，可以说在这场还未看
到胜负的经济战中，欧盟阵脚已
乱。”姜毅表示，出于实际需要考
虑，欧盟与俄罗斯未来关系可能
会转暖，双方的经贸往来也会迅
速攀升。

面对欧盟国家释放出的和解信
号，俄罗斯也做出了积极回应。近
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公开活
动中表示，“当前，俄罗斯与欧盟的

关系发展不均衡，尽管如此，一些领
域已经出现积极变化。”在善意的背
后，则是双方经贸往来的迅速升温，
2017 年前 8 个月，双边贸易额提高
了25%，这也是3年来的首次增长。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
各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挑战着维
持制裁是否还具有足够支撑。陈新
认为，最可能的趋势是欧盟从共同
应对安全挑战的角度出发，同俄罗
斯在安全领域乃至经济领域开展合
作。他表示，“从大国博弈的角度
讲，就算制裁仍然持续，应该也不会
有进一步升级，毕竟对双方来讲，经
济发展与合作才是主流。”

对于这次欧盟延长经济制裁
的决定，俄罗斯似乎并不在意。俄
罗斯总统普京在近日举行的年度
记者会上称，西方的制裁虽影响到
俄罗斯的经济，但程度上完全不及
油价下跌的幅度。

普京声称，俄罗斯克服 2014
年至 2015 年两波动荡后，经济出
现了增长，“俄成功克服了油价下
跌和外部制裁的双重不利因素，
2017 年 俄 吸 引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比
2016年增加一倍。”普京认为，俄罗
斯经济目前越来越依靠内需，国内
贸易已增长3%。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

中亚所研究员姜毅告诉记者，“历
史告诉我们，制裁的结果并不总是
单一的。当然，如果被制裁的是一
个小国，那么制裁将给它带来惨痛
后果，对大国来说，造成的结果也
将是复杂的。”

姜毅认为，欧盟对俄罗斯的制
裁迫使俄罗斯对自己的政策进行
调整，加大发展国内经济的力度。
比如，俄罗斯银行对制裁的回应是
把业务完全转向国内市场，并且完
全使用卢布进行结算。另外，制裁
也促使俄罗斯政府在国防工业综
合体内解决替代进口的问题，以便
在重新装备部队舰队时，不再依赖

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俄罗斯通
过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极大
地抵消了经济制裁所带来的不利
影响。

“尽管俄罗斯可以说挺过了经
济制裁最艰难的时刻，但是俄罗斯
目前的经济状况仍然很糟糕，尤其
是对俄罗斯企业来说，已经到了非
转型不可的阶段。然而，经济转型
及设备的升级换代需要大量的资
金支持，而制裁将会严重阻碍俄企
在融资和吸引投资上的进展。”陈新
告诉记者，未来，制裁可能不会对俄
罗斯经济增速带来更直接影响，但
势必会让俄罗斯企业转型乏力。

俄罗斯表明立场坚持姿态3

合作才是主流4

近日，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
向总理默克尔递交了 2017—2018
年度鉴定报告。该报告预计，德
国经济在未来两年内增长强劲。
尽管受到英国脱欧、美国税改以
及欧元升值的影响，德国经济的
繁荣却并没有受阻。自 2008 年全
球金融危机以来，德国经济复苏
迅速，成为巩固欧元区的重要力
量，其 GDP 增速令许多发达国家
望尘莫及。

德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2018
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
计达 2.2%，高于预期 1.4%的增长
率。事实上，根据德国最新的GDP
数据显示，2017 年至今德国经济增
长了2.3%。

近年来，各发达国家不同程度
地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造成产
业空心化。而德国经济的强劲离
不开其独特的经济体制、发达的实
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强大的创新能
力和独特的“双轨制”教育体系等

因素的支撑。业界专家认为，德国
顶住“去工业化”的风潮，继续培育
中小企业发展，为失业者再就业提
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保住了中小型
制造企业作为德国经济基础的地
位，造就了经济奇迹。

欧洲经济“领头羊”

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德国
一直是欧洲经济的引擎，在默克尔
上一任期内，德国经济持续从全球
金融危机中复苏。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接
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德国经济最近几年保持了比较稳
健的增长，增速高于大多数欧元区
国家，欧元区的复苏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德国经济。

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
年，德国实际 GDP 同比增长 1.9%，
高于英国（1.8%）、法国（1.2%）和意
大利（0.9%）等欧盟其他主要国家。
当前，德国国内政局的动荡似乎并

未对德国经济造成影响。德国经
济智库 IFO 于 11 月底公布的一项
调查显示，德国企业信心在11月升
至记录高点，在可见的未来，德国
依然是欧洲的“领头羊”。

崔洪建称，德国财政连年盈
余在欧洲几乎是一枝独秀，成为
德国政府引以为傲的一点。他认
为，这主要是因为前几年外贸的
拉动。德国是贸易大国，其产品
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且
附加值也很高。

发展机制较为独特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专家杨成玉告诉记者，为了坚守
实体经济，德国政府没有像一些
发达国家那样大力发展金融业，
而是采取措施限制金融市场的盲
目扩张，促使金融业更多地为实
体经济发展提供支持。2008 年国
际金融危机给德国带来的冲击也
相对较弱。

“德国是世界著名的‘制造强
国’，不仅工业部门齐全，生产加工

链完整，而且掌握和拥有高精尖技
术及雄厚的研发能力，强大的工业
竞争力是德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强
劲复苏的根本动力和根基。”杨成
玉表示，目前，德国的制造业增加
值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值处
于世界最高水平，在全球机械设备
业的31个主要产品领域中，德国在
其中20个产品领域占据绝对优势。

另外，德国坚持了高端和专业
化的制造业发展，并没有像美国和
日本一样将制造业大部分移至其
他国家，使本国制造业空心化。制
造业的发展为德国创造了大量就
业机会，促进了社会稳定。

杨成玉表示，除地域优势外，
行 业 优 势 也 让 德 国 出 口 复 苏 强
劲。德国出口的四大产业分别为
中间产品、资本货物、汽车以及机
械产品，金融危机期间，世界很多
国家大都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和扩大投资需求等手段来应对金
融危机，从而拉动了大型机械设备
的需求，而机械设备制造产业恰恰
是德国的传统优势。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五个最大经济体的财长
日前致信特朗普政府，称美国减税计划将违反国际协议并
损害贸易，欧洲方面或采取报复性措施。

包括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德国财长彼得·阿
尔特迈尔和法国财长布鲁诺·勒梅尔在内的欧洲五国财长
在写给美国白宫和美国财政部的信中提出，如果美国将相
关议案变成法律，他们可能会采取报复性措施。

财长们警告说，美国共和党的减税计划可能使一场华
盛顿的政策斗争演变为大西洋两岸的争端。这封信表明，
欧洲担忧美欧双方在环境、中东和平等其他政策领域已然
升温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

五位财长坚称不想干预美国的国内税收辩论，他们称
这是“一国主权的基本支柱”之一。然而，这封信警告美国
不应假借推行反避税措施，实际上却开启贸易争端。

美国税改计划中所有让欧洲国家不满的措施都将把美
国业务与海外公司的业务区别对待，财长们表示这些规定
将违反国际税收准则。例如，根据众议院版法案中的一项

“销售税”规定，美国公司向他们的海外子公司采购将被征
税20%，但如果是境内的类似交易就不用缴纳此税。

另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继五大主要成员国财政
部长表态之后，欧盟委员会也对特朗普的税改提出批评。在
一封写给美国财长的信中，欧盟指出美国计划实行的税改将
伤及美欧双边贸易，抑制投资，且有悖于国际协议。

据悉，由共和党人主导的美国现任参众两院正在就
1986年以来首次大规模税收体系改革进行讨论。特朗普声
称此次改革将使中产阶级获益最大。企业税将由35%降至
20%。批评声指出，税改最有利于富人和大企业，会导致美
国国家债务激增。

美国财政部一发言人表示，“我们了解这些财长们的观
点”，“我们正与国会密切合作，他们正在敲定该法案。”美国
一些税务学者也认同欧洲的某些批评，他们最近发表一项
分析报告认为，销售税和资金流动措施“可能违反WTO规
则，并让人担忧税收协定”。

然而，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一位发言人在回应关于
参议院版法案中“税基侵蚀和反滥用税”条款的评论时表
示：“该税制效仿长期以来的公司最低税额。我们进行了研
究和审查，它符合包括WTO协定在内的国际标准。”

欧俄关系为何
“剪不断理还乱”

■ 本报记者 葛岩

坚守实体经济令德国在欧洲一枝独秀
■ 本报记者 胡心媛美国税改引发欧洲抗议

■
郭淑慧

欧 盟 对 俄 罗 斯 的 制 裁 已
持 续 3 年 多 。 近 日 ，欧 盟 决 定
对 俄 罗 斯 的 经 济 制 裁 延 长 6
个 月 ，俄 罗 斯 总 统 新 闻 秘 书 佩

斯 科 夫 称 莫 斯 科“ 对 此 表 示
遗 憾 ”。

制 裁 还 会 持 续 多 久 ？ 欧 盟
为 何 要 坚 持 对 俄 举 起 经 济 制

裁 的 大 棒 ？ 未 来 ，欧 盟 和 俄 罗
斯 的 经 济 角 力 将 走 向 何 处 ？

《中 国 贸 易 报》记 者 为 此 采 访
了 业 界 专 家 ，一 探 究 竟 。

“其实，欧盟对俄罗斯实行经
济制裁并不令人意外。”中国社会
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陈新告
诉记者，冷战结束后，欧盟想要东
扩，继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而作为缓冲地带的乌克兰，势必受
到欧盟和俄罗斯的高度重视，由此
引发危机。双方围绕乌克兰产生
纠纷和争执，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事情。

记者查阅资料了解到，2014年
7 月，一架马航客机在靠近俄罗斯
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坠毁，欧盟以俄

罗斯支持乌克兰亲俄武装“制造不
稳定”为由制裁俄罗斯。同年 9
月，欧盟增加制裁内容。俄罗斯则
采取限制进口欧盟农产品等反制
措施。2014 年底，德、俄、法、乌四
国签署明斯克协议，主要目标是在
乌克兰东部实现全面停火。孰料，
风波再起。2015年 3月，欧盟将经
济制裁决议与全面履行明斯克和
平协议联系起来，并每半年延长一
次。此后，制裁规模不断扩大。
2016年，欧盟决定在针对乌克兰冲
突的明斯克协议得到充分履行之

前，不会取消对俄罗斯的贸易和投
资限制。

“也要注意到，欧盟制裁俄罗
斯背后有美国的影子。”陈新称，二
战以后，欧洲一体化由小到大，欧
元试图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这
都是美国不愿看到的。当初，美国
以抵御苏联（俄罗斯）威胁成立北
约，把西欧诸国绑在美国战车上，
继而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策动

“颜色革命”，激发欧盟与俄罗斯之
间的矛盾，归根结底仍是要逼迫欧
盟听命于自己。

乌克兰危机引发经济制裁1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对俄
罗斯实施了有力的制裁，同时自己
也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例如，
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停止向俄罗斯
出口水果，波兰的苹果几乎烂在果
园里。国际关系中的制裁数不胜
数。事实表明，每一次制裁都是

“双刃剑”，不仅被制裁的国家深受
伤害，而且制裁国也会因此遭受严
重“内伤”。

“目前，经过长达 3 年多的经
济制裁，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似乎

已陷入一种‘爱恨交织’的境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专家扈大威
称，欧盟一方面极为需要俄罗斯的
能源，有必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
系，另一方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
危机中的表现仍然心存芥蒂。实
际上，欧盟左右为难。

为了制裁俄罗斯，欧盟在能源
安全问题上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作为欧盟中的“老大”，德国从俄罗
斯进口的天然气占德国天然气进
口总量的比重曾高达三分之一，一

纸制裁令让以德国为首的众多欧
盟国家感受到严冬的寒冷。奥地
利经济研究所今年 10 月发布的报
告显示，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已经导致欧盟成员国损失近百亿
欧元。

陈新则认为，继续制裁俄罗斯
是欧盟无法在乌克兰问题上取得
突破时的无奈之举。在经济全球
化时代，即使经济制裁，欧盟与俄
罗斯也会间接发生多种经济关系，
经济制裁对此作用很有限。

制裁俄罗斯 欧盟也“很受伤”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