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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德国《商报》消息，如
果美国对钢材和铝制品实行惩罚
性高关税，损害欧盟企业利益，欧
盟拟对美国实行反制措施，目标是
美国对欧洲大量出口的土豆、西红
柿等农产品。此外，欧盟拟定的制
裁清单上还有美国哈雷摩托车，也
许还会有产于田纳西和肯塔基州
的威士忌，这些产品多数来自美国
共和党人代表的家乡。

正所谓“友谊的小船说翻就
翻”，欧盟真要与美国开打贸易战？
作为昔日的同盟，双方能否携手发
展、并肩前行呢？

尽管美国与欧盟国家在多个领
域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自特朗
普上台以来，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
温。特朗普对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
易有诸多不满。据英国《每日邮报》
报道，特朗普认为，美欧之间存在许
多贸易问题，欧盟对待美国“非常不
公平”。他表示，美国的产品很难进
入欧盟市场，但“欧盟却在免税或是
非常低税率的情况下将他们的产品
发往我们的市场，这非常不公平”。

而且，由于欧盟成员国德国对美国的
贸易顺差巨大，美国一直将德国视为

“眼中钉”，甚至出现了特朗普在与德
国总理默克尔会晤中拒绝握手的尴
尬局面。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
永祖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
时认为，应客观分析欧盟与美国的经
贸竞争，不宜过分夸大，更不宜强调
其消极面。欧盟与美国是高度的战
略同盟关系，互为对方的主要贸易伙
伴。未来，双方仍将以合作为主。

“欧盟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主要
是由于冷战结束后，美国地位相对
衰落，加之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
响，美国积极寻求‘公平贸易’。而
欧盟的整体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与
美国在各个领域展开了激烈争夺。
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提出美国利
益优先，号召高端制造业回归。欧
盟与美国在未来的争夺中，高科技
产业和智能制造将成为焦点。”卞永
祖说。

相关资料显示，早在特朗普上
台之前，欧盟与美国在经贸领域就

充满了恩怨情仇，其纷争“扯不断、
理还乱”，双方以农产品为焦点，从
农产品、工业品到服务贸易领域，几
乎都存在摩擦。而且摩擦是“全方
位”的，涉及范围从流通制度、投资
方式到知识产权、服务业、民族文化
甚至防卫责任等。但这些纷争，都
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冲突和贸易战。

卞永祖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
基本属于有序竞争，双方拥有完善
的纠纷协调机制和丰富的沟通渠
道，比如北约、世贸组织、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由于双方经
贸相互依存，二者之间的矛盾一般
均可通过上述渠道得以缓解。

“竞争也推动了他们之间的科
技进步和经济繁荣。”卞永祖表示，
欧盟国家与美国都在汽车生产、智
能制造、机械装备等领域拥有先进
技术，双方在合理范围内的竞争某
种程度上也会提高企业对产品的研
发投入和质量水平。

此外，欧盟还与美国在技术市
场上相互依赖，美国与欧盟是世界
技术贸易的主要供给者，二者之间

的技术贸易额不断增加，尤其是在
知识经济领域，双方技术合作与交
流极为密切，难以分割。

“总体而言，在目前欧盟与美国
的经贸关系中，合作依然占据主导
地位，但不排除未来双方在某些极

端情况下发生大规模贸易战的可
能。欧盟与美国经济发展休戚相
关，双方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合则
两利、斗则两伤’，因此在产生摩擦
纠纷时，双方均会寻求解决办法。”
卞永祖认为。

友谊的小船要翻？ 美欧经贸难分手
■ 本报记者 孙允广

近日，据《澳洲金融评论
报》报道，业界领先的投资咨
询 机 构 绝 对 策 略 研 究 中 心

（Absolute Strategy Research，简
称 ASR）发出警告称，一旦利
率上升或中国经济增长步伐
放缓，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
大、瑞典和挪威的银行体系或
对全球金融系统带来威胁，并
提醒国际投资者警惕对上述
几国银行的投资。

这家位于伦敦的咨询机
构 指 出 ，这 些 银 行 在 全 球 股
市的份量已是其全球经济比
重的 4 倍多。ASR 在一份长
达 12 页 的 致 客 户 报 告 中 写
道，尽管澳大利亚、新西兰、
加拿大、瑞典和挪威的 GDP
总和仅占全球 GDP 的 3%，但
投资者完全低估了他们的破
坏性。

ASR 表示，高企的房价，
全球金融危机后累积起的家
庭债务，加拿大、瑞典及澳大
利亚等 5 国银行体系均已占
本国股市市值 20%以上，以上
种种都可能使这 5 个国家的
银行业成为未来国际金融市
场动荡的源头。更重要的是，
5 国银行体系的规模正随着
全国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在全
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也随
之增加。

另外，由于加拿大、瑞典、
挪威、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五国
自 2009 年以来的年房价涨幅
达到 5%及 6%（其他发达国家
仅为 1.6%），且家庭债务水平
较 高 ，ASR 将 五 国 命 名 为
CANNS。该机构指出，尽管五
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
大，但目前这些国家银行体系
的规模已严重失调，达到了危
险的程度。ASR 提醒称，投资
者在 2018 年需尤其警惕这五
个经济体。

ASR 认为，对发达国家市
场而言，银行体系总市值达到
20%已成为一个“危险信号”，
因为很少有主要经济体有能
力“维持”如此庞大的金融体
系。该机构还援引了上世纪
90 年 代 的 日 本 、2003 和 2004
年的英国及 2007 年欧元区的
例子，几个经济体的银行体系
市值一度达到 20%，但随后均
出现暴跌。

ASR 指出，要维持 20%的
市值，关键在于确保收入持续
增长。“在低利率的环境下，可
以通过资产扩张实现。但在市
场达到饱和或资产质量恶化之
前，本国经济能产生的金融资
产有限。”

据了解，澳大利亚四大银
行占该国 S&P/ASX 200 股指
比重已超 25%，更与日本工业
巨头丰田等并列摩根士丹利资
本 国 际 亚 太 指 数（MSCI Asia
Pacific index）的市值前 11高榜
单。最后，ASR 提醒，切勿低
估银行体系崩溃对整体经济构
成的威胁，全球金融危机的教
训就是，关键体系即使规模较
小，一旦崩塌也会触发整个市
场的崩溃。

（李飞）

据 外 媒 报 道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WTO）近日发布专家组报告，裁
定韩国针对部分日本水产品实施
放射性指标附加检测的要求和进
口禁令等措施违反世贸组织相关
规定，要求韩国必须解除对日本水
产品进口发布的相关禁令。

记者了解到，韩国出于对食品
安全等问题的考虑，在 2013年对来
自日本青森、千叶、福岛、群马等 8
县 的 所 有 水 产 品 实 施 了 进 口 禁
令。两年后，日本正式向世界贸易
组织提出申诉，反对韩国对日本水
产品实施的进口禁令。

专家组认为，日本福岛核事故
后，韩国针对部分日本水产品在
2011 年实施了放射性指标附加检
测要求，在 2012 年实施了进口禁
令，这些措施在实施之初并不构成

“歧视”或“贸易限制过度”行为。
然而，韩国此后一直未取消上述措
施，并于2013年追加实施一系列补
充检测要求，这些做法违反了世贸
组织涉及“卫生和动植物检疫协
议”(SPS)的相关规定，构成“歧视”
和“贸易限制过度”行为。

专家组还提出多项建议，包括

解除对所有日产食品的追加检查要
求，敦促韩国解除对鰤鱼和秋刀鱼
等28种鱼类的进口禁令。

日本政府对专家组的结论表示
欢迎，但韩国政府却并不买账。韩
方在专家组报告公布当天就表示，
相关措施没有违反世贸规则，因此
将对裁决提出异议并提起上诉。韩
方强调，最终裁决结果出炉前，将继

续维持禁运措施，还将为上诉做好
充足准备，同时加强针对进口食品
的安全监管工作。

北京君祥律师事务所律师拜
北斗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韩国在日本福岛核事故
后对来自日本的部分水产品持续
实施进口禁令和附加检测要求与
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以及非歧视
性原则相背离。

他表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
保护己方境内人类或动物生命的
健康，免于因食品、饮料或饲料中
的添加剂、污染物、毒素或致病细
菌而产生的危险，可以在必要的程
度内附加一系列检测手段，但此手
段的使用必须在达到一定的危险
标准后才能施行，不能以此为由实
施贸易保护主义。

据 介 绍 ，按 照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争端解决流程，当事方可在专家
组报告发布后 60 天内，针对裁决
结果提出上诉请求。上诉的内容
仅限于专家小组报告所涉及的法

律问题及由该专家小组所作的法
律解释。

目前，韩国贸易部已发表声明
称：“已决定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
提出上诉，现有的进口禁令将维持，
政府将竭尽所能确保带有辐射的食
物不会上到饭桌上。”

根据日本水产厅的资料，除了
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和地
区也禁止部分日本水产品进口，欧
盟、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要求
必须提出合格的辐射检测报告才
能进口。

近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在世界
各地“请求”解禁福岛食品进口限
制，并且不断地声称福岛食品已经
不含放射性物质，却屡屡遭到拒
绝。目前，韩国是唯一被日本诉至
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

有分析指出，日本如果最终胜诉
可能会寻求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解
禁。日本政府官员已表示，鉴于世界
贸易组织作出此项裁定，日方计划加
紧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谈判。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美
国，如今却要对两位成员加拿大和
墨西哥“下手”，游戏规则要推翻重
来。据悉，该谈判自从去年开始一
直步履维艰。美国声称“希望在知
识产权、规制措施、国有企业、服务、
海关程序、中小企业等领域升级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实际
上是希望通过贸易谈判打开墨西哥
市场，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美国
的愿望将与加拿大特别是墨西哥产
生冲突，谈判越深入越难。

此次三国展开的第七轮谈判
将持续到 3 月 5 日，对已有 24 年历
史的 NAFTA 的重新磋商也进入关
键时期。三方各怀心思，墨西哥与
加拿大希望此次能完成修订争议
较少的条文。此外，墨西哥还期待
在 7 月墨西哥总统大选之前就最
艰难的议题取得突破。但特朗普
政府提出的修改汽车自制率规定、
争端解决机制以及 5 年后 NAFTA
自动退场的落日条款，令墨西哥和
加拿大难以接受，因此，三方处于
僵持状态。

根据 NAFTA 协议，轿车或小
货车62.5％的净成本须出自北美地
区，才能享有关税优惠，而特朗普政

府拟将这项门槛由 62.5％拉高到
85％。加拿大对此提出强烈反对。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与墨西
哥总统潘尼亚尼托通电话时，坚持
要求墨西哥为两国的边境墙埋单。
双方谈判不欢而散，潘尼亚尼托也
取消了访美行程。

三方摩擦不断，NAFTA岌岌可
危？此前，特朗普曾扬言，如果修改
后的内容不利于美国，美国将退出
该协定。NAFTA 未来何去何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袁征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为争
取美国的利益在 NAFTA 提出了极
为苛刻的条件，这使得加拿大与墨
西哥承受很大的压力。美国有可能
是雷声大雨点小，妥协与让步是三
方未来谈判的关键。由于美国与加
拿大、墨西哥之间的贸易体量不容
忽视，美国方面也需要权衡利弊，加
拿大与墨西哥让步的空间有限，也
会寸土不让，最后可能达成一个折
中的结果。

“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
伙伴，墨西哥与美国市场形成互
补，为美国市场提供一定的低端制
造品，位于美国贸易伙伴的前六

位。此外，NAFTA 自 1995 年开始
实施，三方的互相依赖关系是客观
存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退
出 NAFTA 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作
为施压的手段与谈判的筹码。”袁
征认为。

就谈判的最新进展，墨西哥方
面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自制率
不会是85%。我们还不确定会是多

少。”由此可见，墨西哥方面希望就
棘手问题取得突破，有让步的打算，
但也在寸土必争。三方谈判陷入
僵局，但放弃的可能性不大。

此外，参与 NAFTA 谈判的美
国贸易代表曾称，短期不存在谈
判破裂的风险。但袁征认为，特
朗普政府的可预测性不强，风险
犹存。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僵局
■ 本报记者 陈璐

俄罗斯国家杜马近日开始审
议一项新法案，旨在清晰界定外
国资本和外国投资者的概念。根
据俄罗斯的现行法律，政府为了
吸引外来投资，会给予外国投资
者一些优惠条件。但俄罗斯法人
也常常钻空子，借用在海外注册
的公司进行活动，从而冒用这些
外国投资者专享的优惠政策。

俄罗斯政府试图建立一套有
效的机制，界定“外国投资者”的
定义，避免俄罗斯公民冒用外国
投资者的特权。比如法案中规
定，任何和俄罗斯公民或公司有
直接或间接隶属关系的外国法人
都不能算作外国投资者。除此之
外，拥有其他国家国籍的俄罗斯
公民也不能算作外国投资者。

政府还建议对“外国投资”给
出明确的定义。法案起草者提
出，“外国投资”应该是“外国投资
者用自己的资金进行独立和直接
投资”。 （驻俄罗斯代表处）

◆海外传真

荷兰与德国电网运营商滕特
公司（TenneT）日前宣布，未来十
年，将斥资 280 亿欧元用于德国
和荷兰地区的低碳能源转型。该
公司表示，开发能够适应不断增
长的可再生能源的电网的工作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去年，
滕特在电网方面投资 17.7 亿欧
元，其中荷兰 7.36 亿欧元，德国
10.3亿欧元。

根据计划，荷兰投资重点放
在电网扩建和现有基础设施的升
级上，其主要项目包括海上电网，
Doetinchem，荷兰-德国互联电
网 ，以 及 荷 兰 和 丹 麦 之 间 的
COBRAcable 海底电缆系统等。
滕特正在开发一个海上系统，将
荷兰海岸的 3.5GW 海上风电场
连接起来。预计2023-2030年期
间，荷兰北海的容量有望增加约
7GW，荷兰政府目前正在制定海
上风电路线图。如前所述，预计
荷兰和英国之间的人工岛将有助
于容纳未来的海上风电场。

（驻比利时代表处）

荷兰电业公司投资280亿欧元
建可再生能源电网

据波通社消息，日前波兰政
府会议正式通过提案，拟将经济
特区扩大至波兰全境从而进一步
增强投资吸引力。

根据新法，税收优惠政策将
向提升地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
项目倾斜，比如技术转移、研发一
体、产业集群，同时也将关注项目
对员工的友善程度。优惠门槛主
要取决于企业规模和投资地失业
率，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小，当地
失业率越高，税收优惠所要求的
投资门槛越低。新法还对税收优
惠年限做了宽松处理，标准期限
为10到15年，某地区欧盟允许的
援助金越高，该地投资优惠年限
也越长。对于在既有经济特区运
行的投资项目，相关优惠将在
2026 年后视情延长 15 年。现行
经济特区制度已有24年历史，新
法将于今年一季度提交议会审
议，预计于二季度生效。

（驻波兰代表处）

波兰拟将经济特区
扩大至波兰全境

德国《商报》近日报道，根据
商报的调查，美国税改政策将企
业所得税从 35%降低到 20%，不
仅使美国本土企业，也使在美国
生产的外国企业获益。德国最
大的获利企业恰恰是曾被特朗
普总统抨击的宝马、戴姆勒和大
众汽车公司，因为这些汽车制造
商以及诸如德国电信、费森尤
斯、蒂森克虏伯和西门子等企业
不仅向美国市场出口汽车、电信
服务、诊断设备、钢铁等，还在美
国本地从事生产。

戴姆勒公司 2017 年业绩创
下历史新高，因公司所得税减少
约 10 亿欧元，税后利润增至 105
亿欧元，增幅达 23%；宝马公司
预计税改减少了约 9.5 亿至 15.5
亿欧元支出；西门子公司 2018年
第一季度增加了 4.37 亿欧元收
入。获益公司还包括从拜耳剥
离出来的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科思创（Covestro）以及费森尤
斯等。 （驻德国代表处）

美国税改政策使
大多数德国企业获益

俄审议新法案：确定外国投资及
外国投资者定义

澳、加等国银行或
造成全球性威胁

世贸组织:韩国禁止进口日本水产品违规
■ 本报记者 谢雷鸣

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马克龙
在 2017年曾多次要求成立“超级财
政部”、欧元区议会和制定欧元区预
算。但是，德国、荷兰、比利时等国
却对此“宏伟”计划并不信服。相比
之下，受关注较少但更具实际意义
的方案是将欧洲稳定机制转变为欧
洲货币基金。2 月 19 日，欧元区财
长在布鲁塞尔开会时曾将欧洲货币
基金作为主要议题之一，目前，这一
方案有望最先落实。

据了解，欧洲稳定机制是 2012

年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严重时期
产生的。该机制允许欧盟利用资金
支援处于财政困境的成员国，目前
欧洲稳定机制已经拥有 7000 亿欧
元的借贷额度以及800亿欧元的自
有资金。

自 2012年成立之初，欧洲稳定
机制已经援助过爱尔兰、塞浦路
斯、西班牙和希腊。目前大多数被
援助国都已重返经济增长之路。
因此，为了使这一机制更好地发挥
作用，去年德国首先提出要将其转

变为欧洲货币基金，经过几个月的
协商，这一欧元区“超级消防员”的
轮廓已经开始清晰。

首先，欧洲货币基金将不会收
回欧盟委员会的预算监管权限。其
次，欧洲货币基金不会成为欧盟的
常设机构。最后，欧洲货币基金将
具有快速反应能力，当危机出现时，
欧盟成员国将会按照预案迅速提供
预防性资金，而不必像目前欧洲稳
定机制的援助项目一样大动干戈。

（岳慧）

欧元区“超级消防员”初具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