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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对欧盟中东欧成员国
经济的影响

鲍宏铮

　 　 【内容提要】 　 英国脱欧对欧盟中的中东欧成员国在经济方面的影

响可以分为短期、 中期、 长期三个层次ꎮ 总体来看ꎬ 英国脱欧在短期和中

期内对中东欧成员国的股市、 贸易、 投资、 移民等问题影响有限ꎻ 在未来

的长期政策方面ꎬ 对中东欧成员国在资本市场开放和服务业开放问题上具

有一定间接影响ꎬ 但在能源问题和 ＴＴＩＰ 及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等问题上则

可能会有直接影响ꎮ 英国脱欧在中东欧成员国是否使用欧元的问题上影响

不大ꎮ
【关 键 词】 　 英国脱欧　 中东欧国家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

系协定 (ＴＴＩＰ) 　 欧元区

【作者简介】 　 鲍宏铮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ꎮ

英国和欧盟中的中东欧成员国 (以下简称中东欧成员国) 是欧盟中

两组比较特殊的成员国ꎮ 它们在很多欧盟议题上都有相似看法ꎬ 在政治

上常有互相配合的地方ꎬ 往往成为一股质疑和挑战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

要力量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 英国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退出欧盟ꎬ 这对英国、

欧盟以及中东欧成员国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ꎮ 对于中东欧成员国而言ꎬ 这

种冲击在政治上将表现在他们可能从此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志同道合者ꎬ 他

们将单独面对来自欧盟中央机构在外交、 安全、 司法等方面的更大压力ꎻ
而在经济方面ꎬ 英国脱欧预计将在某些长期政策的制定上对中东欧成员国

带来直接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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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短期和中期影响

短期影响主要指伴随着英国脱欧的货币和资本市场波动所产生的影响ꎮ
中期影响主要发生在一些存在沉淀成本且变动因素需要一定周期才能表现

出来的领域ꎬ 如贸易和投资领域以及一定程度的移民领域ꎮ
(一) 短期影响: 汇市和股市

在货币市场方面ꎬ 英镑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对美元大幅下跌近 ８％ 后ꎬ
小幅振荡下行了一段时间ꎮ 但英镑 １０ 月 ７ 日的再次暴跌表明ꎬ 英国脱欧对

英镑汇率的影响还远没有结束ꎮ １２ 月上旬英国最高法院即将对脱欧程序做

出判决ꎬ 这可能在法院、 议会和政府间进一步引发政治分歧ꎬ 并影响脱欧

谈判的最终方针ꎮ 这些都可能使英镑继续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ꎮ 在这一过

程中ꎬ 中东欧成员国货币对英镑的汇率变动大体与欧元保持了一致ꎮ
英国股市也因脱欧这一结果而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出现下跌ꎬ 并连带欧洲大

陆股市发生波动ꎬ 其中也包括中东欧市场ꎮ 但与货币市场不同ꎬ 这一下跌

过程均只持续了 １５ 个交易日左右ꎬ 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中旬开始ꎬ 中东欧成员

国的股指均已开始趋势性回升ꎬ 并在 ８ 月中旬大体恢复到英国脱欧前的水

平①ꎮ 而且欧盟各国的股市也没有随着 １０ ~ １１ 月英镑的进一步下跌而出现

新的大幅波动ꎬ 克罗地亚、 匈牙利等国股市甚至还出现了新一轮走高ꎮ 中

东欧成员国股市的这一变化过程与欧洲主要股市的变化是同步的ꎮ 可以说ꎬ
英国脱欧并未如某些悲观主义者预测的那样ꎬ 立即给欧洲经济带来剧烈震

荡ꎬ 而是仅造成了短时间的波动ꎮ 现在距离脱欧已经约半年时间ꎬ 从包括

中东欧成员国股市在内的欧盟资本市场来看ꎬ 应该说英国脱欧带来的影响

虽然存在ꎬ 但毕竟有限ꎮ
至于英国脱欧后是否会对在伦敦金融中心筹措资金造成困难ꎬ 这对欧

盟各国的影响都是相似的ꎬ 其中也包括中东欧成员国ꎮ 后者受到的影响还

要更轻一些ꎮ 因为一方面ꎬ 目前中东欧成员国中没有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

不存在筹资的迫切需求ꎻ 另一方面ꎬ 从贸易的角度来看ꎬ 中东欧成员国并

非全球性的贸易大国ꎬ 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海外融资地点是德国、 奥地

利等欧元区国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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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期影响: 贸易和投资

贸易和投资规模的变化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ꎬ 因此可以视为一种中期

影响因素ꎮ
中欧的几个中东欧成员国将英国视为重要的贸易伙伴ꎬ 英国分别是波

兰和捷克的第三大和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国ꎮ 从理论上说ꎬ 波兰兹罗提和捷

克克朗相对于英镑的升值可能会对贸易量形成压抑ꎮ 由于合同的法律刚性

和政策的多环节传导机制ꎬ 货币贬值与贸易量变化之间可能存在几个月的

时滞ꎬ 因此现在还不能断定英镑这次贬值对波兰、 捷克等国出口的影响ꎬ
但是由于本次英镑贬值是针对世界各国的ꎬ 因此ꎬ 预期中的贸易缩减并不

是中东欧成员国的独有现象ꎮ
对于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等巴尔干东部国家而言ꎬ 它

们对包括土耳其在内的邻国贸易在其外贸中占比最大ꎬ 英国并不是其主要

的贸易伙伴ꎮ 随着英国的脱欧ꎬ 这种原本就并不紧密的贸易联系可能会更

加松弛ꎮ 更加重要的是ꎬ 贸易不涉及存量问题ꎬ 当贸易环境改变时ꎬ 贸易

流向也会自然随之变化ꎬ 这在欧洲逐步开始经济复苏、 需求转旺的时候更

是如此ꎮ
投资往往受地缘关系的限制更少ꎬ 英国又是国际资本大国ꎬ 因此其对

中东欧国家的影响会大一些ꎮ 但是与贸易的情况类似ꎬ 英国在中东欧的主

要投资对象是维谢格拉德国家ꎬ 英国分别是波兰、 捷克和匈牙利的第四大、
第四大和第五大投资来源国ꎮ 但是英国在东南欧地区的投资量并不显著ꎬ
除在保加利亚位居第四位外ꎬ 在其他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７ 年加入欧盟的东南欧成员

国中均未进入前五位ꎮ
由于投资环境的变化关系到对存量资本的后续投入ꎬ 因此中东欧成员

国对英国的投资也可能会随着英国的脱欧而受挫ꎮ 但实际上ꎬ 按照 ２０１１ 年

的数据计算①ꎬ 中东欧成员国对英国的投资存量为 ３５ ６９ 亿欧元ꎬ 同期ꎬ 欧

盟成员国内部的总投资存量为 ６ １８ 万亿欧元ꎬ 中东欧成员国对全部 ２７ 个

欧盟成员国的投资存量为 １ ２３５ ８ 亿欧元ꎮ 英国只占中东欧成员国对欧盟投

资的约 ３％ ꎬ 而其他大部分投资都分布在邻国和德国、 奥地利等国家ꎬ 因

此ꎬ 英国脱欧即使造成投资环境的变化ꎬ 使中东欧成员国对英投资的后续

资金减少ꎬ 但不会在总量上对这些国家的对外投资造成太大损失ꎮ

—８４—

①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底ꎬ 欧洲统计局对欧盟内部投资的最新数据即为 ２０１１ 年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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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期影响: 移民问题

英国是部分中东欧成员国重要的移民目的地ꎮ 移民问题是中东欧成员

国和英国之间的重要问题ꎬ 也是英国本次脱欧的重要触发因素之一ꎮ
在英国的波兰移民达到约 ８０ 万ꎬ 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数量甚至

已经超过巴基斯坦人和爱尔兰人ꎬ 成为仅次于印度人的第二大移民群体ꎬ
其中有 ８６％是在 ２００４ 年波兰加入欧盟之后来到英国的①ꎮ 基于欧盟内部的

劳动力自由流动原则ꎬ 英国当局必须在 ２００４ 年或 ２００７ 年后大量接纳来自

波兰、 罗马尼亚以及其他中东欧成员国的欧盟内部移民ꎮ 这给英国的社会

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ꎮ
英国在脱欧表决之前对欧盟内部移民问题的主要诉求是: 对这类移民

的犯罪记录、 证件造假等问题进行严格审查ꎬ 禁止欧盟内部移民将亲属中

的非欧盟居民带至英国ꎬ 禁止此类移民以其未在英国的亲属的名义申领英

国的社会福利ꎬ 尤其是育儿补贴ꎮ
欧盟在对英国有关问题的回应中认可了英国的诉求ꎮ 现在英国脱离欧

盟ꎬ 欧盟关于强化移民管理的承诺暂时没有启动ꎮ
但是ꎬ 中东欧成员国的欧盟内部移民问题不局限于英国ꎬ 而是在 １５ 个

老欧盟成员国中普遍存在ꎮ 由于非法移民无法进入正式统计ꎬ 因此这里以

侨汇作为估算实际移民的主要指标ꎮ
从 ２０１４ 年欧盟各国之间的汇款总额 (见表 １) 可以看出ꎬ 除涉及作为

离岸市场的卢森堡和国际组织员工较多的比利时外ꎬ 中东欧成员国居民在

西欧所获得的侨汇数额已与德国—法国、 丹麦—瑞典这种数十年间人员和

经济要素高度融合且地理相邻的经济体之间的汇款额处于同样的数量级ꎬ
这说明其移民在东道国中所占的比重之大ꎮ 面对各成员国日益升级的排外

情绪ꎬ 欧盟在回应英国诉求的时候就已经承诺将其加强移民管控的政策适

用于所有欧盟成员国②ꎬ 这实际上意味着ꎬ 即使强化移民管理措施因英国

脱欧未能启动ꎬ 但仍然是欧盟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问题ꎬ 而且强化方案已

经过各成员国谈判制定完毕ꎬ 只等条件适宜时宣布实施ꎮ

—９４—

①

②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ｌｅｓ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ｎｓ ｇｏｖ ｕ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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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ｗａｌｅｓ /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１１

Ａ Ｎｅｗ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２３ ２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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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２０１４ 年欧盟各国之间的汇款总额 (单位: 亿欧元)

汇款方向 汇款金额

德国—波兰 ２７ １７

德国—法国 ２７ ０３

德国—罗马尼亚 １６ ０９

丹麦—瑞典 １４ ５０

法国—葡萄牙 １１ ９４

法国—西班牙 １１ ７５

荷兰—德国 ９ ２５

英国—波兰 ８ ９３

意大利—罗马尼亚 ８ ７９

资 料 来 源: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ｂｒｚｕｔꎬ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二　 长期直接影响

英国脱欧对中东欧成员国的长期影响ꎬ 主要体现在对欧盟制定经济政

策所产生的影响上ꎮ 其中有些政策领域涉及中东欧成员国的重大关切ꎬ 与

其利益直接相关ꎬ 主要体现在能源问题和外贸谈判两个方面ꎮ
(一) 能源问题

欧盟虽然在共同市场的建设方面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ꎬ 在一般商品

方面已经实现了高度的贸易一体化ꎬ 但能源领域的共同市场却远未建成ꎮ
从欧盟各国的能源价格差中可以看到欧盟能源市场的割裂程度之深ꎮ

表 ２ ２０１５ 年欧盟部分成员国能源价格 (单位: 欧元 /千瓦时)

国家 英国 德国 法国 波兰 匈牙利 捷克
保加
利亚

罗马
尼亚

爱沙
尼亚

民用
天然气
价格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８ ０ ０７３ ０ ０５０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８

工业
电力
价格

０ １５２ ０ １４９ ０ ０９５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７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８ ０ ０８０ —

资料 来 源: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ａｓ Ｐｒｉｃｅｓ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ｌｆ ｏｆ Ｙｅａｒꎬ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ｉｃ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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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市场割裂是因为: 一方面电力、 天然气供应要求巨大的基础设施

投资ꎬ 另一方面是能源事关战略安全ꎬ 因此ꎬ 各国在能源领域多由国有公

司垄断经营ꎮ 打破国家垄断ꎬ 引入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ꎬ 同时还要打破国

界ꎬ 不但实现能源的跨国输送ꎬ 还要实现跨国供应、 跨国调剂ꎬ 这是一件

复杂敏感的工作ꎮ
欧盟各国的能源供给状况不同ꎬ 对共同能源市场的建设也持有不同的

看法ꎮ 英国濒临北海ꎬ 具有一定的油气产量和丰富的风能资源ꎬ 能源自给

程度较高ꎬ 并有向邻国出口的能力ꎮ 另外ꎬ 英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就

已逐步实现了国内电力供应的市场化ꎮ 因此ꎬ 英国希望推动共同能源市场

的建设ꎮ 多数中东欧成员国则因为能源匮乏ꎬ 严重依赖俄罗斯ꎬ 因而也希

望建设能源共同市场ꎬ 引入其他欧盟国家的能源ꎬ 使能源供给渠道多元化ꎬ
摆脱俄罗斯的 “断气” 威胁ꎮ 因此ꎬ 英国和中东欧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具

有相似的看法ꎮ 但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欧盟大国往往能够在俄欧的能源博

弈中受到俄罗斯的 “照顾”ꎬ 绕开波兰等中东欧成员国ꎬ 通过管线直接获得

俄罗斯的能源供应ꎬ 或者具有从地中海获得油气的途径ꎬ 因此对欧洲能源

一体化建设缺乏热情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俄罗斯对欧盟实施 “断气”ꎬ 欧盟委员会于当年出台了 «第

三次能源契约» (Ｔｈｉｒ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ａｃｋａｇｅ)ꎬ 开始着手能源市场自由化的工作ꎬ
规定在欧盟市场上的能源生产商、 输送商、 销售商必须实现分离ꎬ 打破能

源领域上下游之间的垂直垄断ꎮ 随后ꎬ 俄有关公司被迫退出了部分在欧盟

成员国境内的管道项目①ꎮ 但是ꎬ 在欧盟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的预算中ꎬ 旨在推

动欧盟跨境管网建设的 “联通欧洲”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 项目最

后还是让位给了农产品保护等项目ꎬ 只获得 ３％的资金支持ꎮ
但是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ꎬ 共同能源市场对于中东欧成员国的战略

意义已经日益凸显ꎮ ２０１５ 年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达成的管道互通协议是对

提高立陶宛能源供给渠道多元化的第一次实质性推动ꎻ 由中东欧国家向乌

克兰进行天然气反哺ꎬ 也首先是出于政治考虑ꎮ 英国在能源市场自由化上

的立场是对德法等国对俄妥协倾向的反动ꎬ 这与英国在欧盟与俄 “斗气”
问题上的一贯立场相似ꎬ 也更加符合中东欧成员国利益ꎮ

现在ꎬ 英国脱离了欧盟ꎬ 推动欧盟能源一体化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ꎮ
“联通欧洲” 管网建设的预算也可能会因英国的脱欧而减少ꎮ 如果管网建设

—１５—
① 朱晓中: «近年来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能源合作»ꎬ «欧亚经济»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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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资金缺口而需要作出调整ꎬ 那么是否仍能按部就班地推进中东欧成员国

的联通计划也将面临变数ꎮ
(二) 扩大国际贸易和投资谈判问题

中东欧成员国作为新兴市场ꎬ 对外来投资需求旺盛ꎮ 目前正在进行的

美欧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ＴＴＩＰ) 以及中欧双边投资协

定谈判都对中东欧成员国具有重大意义ꎮ 而英国是这两个谈判的坚定支持

者ꎮ 英国和中东欧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具有相似的立场ꎮ
在 ＴＴＩＰ 方面ꎬ 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远高于中东欧成员国ꎬ 因此互相开放

市场可能会对后者造成冲击ꎮ 但是ꎬ 这种所谓 “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 的一

个重要特点是ꎬ 除开放市场和对投资进行保护之外ꎬ 还特别强调劳工权益保

护、 环境保护等 “边境内” 的治理ꎮ 因为欧盟在这些领域的标准要高于美国

的现行标准ꎬ 因此许多欧盟国家对 ＴＴＩＰ 持负面态度ꎮ 但是ꎬ 中东欧成员国在

“边境内” 治理方面要逊于欧盟老成员国水平ꎬ 更容易与美国标准取得一致ꎮ
如果 ＴＴＩＰ 得以实施ꎬ 那么将对中东欧成员国产品的对美销售产生推动作用ꎮ

中东欧成员国和中国均视对方为重要的合作伙伴ꎮ 前者需要后者的投

资ꎬ 后者需要前者的市场ꎬ 因此ꎬ 双方共同倡导成立了 “１６ ＋ １” 合作机

制ꎬ 设立了有关基金ꎬ 推动中国对中东欧成员国的投资ꎮ 但随着 «里斯本

条约» 的生效ꎬ 欧盟各国的投资决策权均转移到欧盟委员会ꎬ 中东欧成员

国并不能完全自主决定有关的投资事项ꎮ 由于中国和欧盟之间至今没有签

署双边投资协定ꎬ 因此对于中国资本在中东欧成员国可以进入的领域、 是

否享受国民待遇、 投资纠纷如何解决等重要问题均没有定论ꎮ 同时ꎬ 又由

于种种非经济的原因ꎬ 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时常受阻ꎬ 这给中国和中东欧

“１６ ＋ １” 机制的实施带来很多困难ꎮ
由于英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其未参与欧盟的货币一体化ꎬ 使得

英国受到来自欧洲共同市场的束缚相对较少ꎬ 因此一直热衷于推动欧盟加

快进行各种国际贸易和投资谈判ꎮ 在英美特殊关系的背景下ꎬ 英国成为欧

盟中对 ＴＴＩＰ 最重要的推动者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中英双方又签署了规模巨大

的经贸协议ꎬ 英国成为中国在欧盟中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ꎬ 也成

为推动中欧投资合作的重要力量ꎮ
现在英国脱欧ꎬ 中国借助伦敦金融中心地位推动与欧盟经贸关系的努

力ꎬ 特别是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都将面临变数ꎮ 在 ＴＴＩＰ 方面ꎬ 尽管英

国和波兰全力支持这一谈判ꎬ 其他中东欧成员国与波兰也有着相似的经济

状况ꎬ 但目前即使美国已作出大量让步ꎬ 欧盟的一些老成员国仍对这一谈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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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持负面态度ꎮ 特别是欧洲议会中的第二大党团社会党与民主党进步联盟

对 ＴＴＩＰ 持坚决反对的态度①ꎮ 预计即使欧盟委员会谈判成功ꎬ 其也会阻挠

协议的批准ꎻ 而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人民党对 ＴＴＩＰ 持游移态度ꎬ 由英国和

波兰执政党主导的欧洲议会第三大党团又随着英国的脱欧而面临解体ꎬ 因

此ꎬ ＴＴＩＰ 将在欧盟内部面临一种势均力敌的博弈ꎮ 现在ꎬ 持强烈保守主义

立场的特朗普即将担任美国总统ꎬ ＴＴＩＰ 的未来更加不能确定ꎮ 这对中东欧

成员国吸引外资是不利的ꎮ

三　 长期间接影响

英国脱欧对中东欧成员国的长期影响除涉及一些与之利益直接相关的

政策领域之外ꎬ 还涉及一些并非中东欧成员国重大关切的领域ꎬ 英国脱欧

会改变欧盟在这些领域的政策走势ꎬ 从而间接影响中东欧成员国的经济利

益ꎮ 这些问题大体都涵盖在英国与欧盟就留欧问题进行的谈判之中②ꎮ
(一) 服务业问题

英国是服务业大国ꎬ 因此要求欧盟进一步开放内部服务业市场ꎮ 从服

务业的总体情况看ꎬ 在欧盟内部的服务贸易中ꎬ 英国占 ９ ５％ ꎬ 低于德法的

１３ ３％和 １１ ３％ ꎬ 波、 匈、 捷则分别为 ２ ７％ 、 １ ３％ 和 １ ５％ ꎬ 其他中东

欧成员国均在 １％ 及以下③ꎮ 但是ꎬ 在国际服务贸易 (欧盟以外国家) 中ꎬ
英国占到欧盟出口总额的 ２１ ３％ꎬ 德法分别为 １６ ８％和 １２ ２％ꎬ 而波、 匈、
捷分别为 １ １％、 ０ ８％和 ０ ６％ꎬ 其他中东欧成员国均在 ０ ４％及以下④ꎮ 英

国的服务业ꎬ 以欧盟角度来衡量ꎬ 并非欧盟第一大供给国ꎬ 但从国际竞争

角度来衡量ꎬ 则大幅领先于德法等其他欧盟发达国家ꎮ 可见ꎬ 欧盟在服务

业领域对各成员国保护主义的容忍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欧盟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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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ＥＵ － Ｕ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ＴＴＩ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ｓ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 ｅ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 ＥＵ＿ Ｕ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ＴＴ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ｅｎ＿ １４０４１７ ｐｄｆ

ＰＭ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ꎬ １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ｐｍ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ｍｅｅｔｉｎｇ －
１９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ｅｘ￣
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同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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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业ꎬ 而限制了英国服务业在欧盟的发展ꎮ 这正是英国要求欧盟进一

步推进服务业一体化市场建设的原因ꎮ 实际上ꎬ 德法等国均对进一步开放

服务业市场有所保留①ꎬ 这恰是符合德法等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ꎬ 中东欧

成员国实际上受到了德法这一政策的保护ꎮ
而在英国尤其看重的个人电子商务消费方面ꎬ 英国、 德国、 法国ꎬ 波、

匈、 捷三国和其他中东欧成员国则形成了鲜明的三个梯队ꎮ 根据 ２０１５ 年的

数据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 １１ 月使用过互联网的人口比重: 英国最高ꎬ 达 ９２％ ꎬ 德

法其次ꎬ 而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均在 ８０％ 以下ꎬ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两国则

更低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是否进行过网上购物的数据中ꎬ 英国同

样以 ８１％大幅领先于德法ꎬ 而多数中东欧成员国均在 ４０％以下 (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１５ 年欧盟电子商务状况 (％ )

国家 英国 德国 法国 波兰 匈牙利 捷克
保加
利亚

罗马
尼亚

２０１５ 年 ９ ~ １１ 月使用过
互联网的人口比重

９２ ８８ ８５ ６８ ７３ ８１ ５７ ５６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进行
过网上购物的

人口比重
８１ ７３ ６５ ３７ ３６ ４５ １４ １１

资料来源: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ꎬ 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从这一分析中不难看出ꎬ 中东欧成员国在电子商务领域处于明显劣势ꎬ
很难参与产业一体化之后的市场竞争ꎮ 如果英国没有脱欧ꎬ 那么欧盟将不

得不考虑英国的意见ꎬ 加快服务市场的开放ꎮ 但现在英国脱离了欧盟ꎬ 欧

盟很可能会继续按自身的节奏缓慢而稳妥地进行服务业共同市场建设ꎬ 这

对中东欧成员国来说实际上更有利ꎮ
(二) 推进资本市场一体化

英国是国际金融中心ꎬ 具有强大的对外投资能力ꎬ 因此是建立共同资

本市场的重要倡议者ꎮ 但资本市场的监管较为复杂ꎬ 因此ꎬ 欧盟的多数国

家对推进资本市场一体化并不热心ꎬ 这也造成欧盟在共同商品市场已经运

行了几十年后ꎬ 仍然没有一个成熟的共同资本市场ꎮ
但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带来的严重衰退ꎬ 欧盟委员会也不得不着

—４５—

① Ｊｏｈｎ Ｓｐｒｉｎｇｆｏｒｄ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ｅｅｄ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ｓｊ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ＳＢ１００００８７２３９６３９０４４４６２０１０４５７８００８００２５７７５３９６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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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推进资本市场的一体化ꎬ 促进资本流动ꎬ 推动增长和就业ꎮ 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
以容克为主席的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推出了实际注资 ２１０ 亿欧元的 “欧洲投

资计划” (即所谓 “容克计划”)ꎮ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ꎬ 需要通过建立 “欧
洲资本联盟”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ｎｉｏｎ) 和 “欧洲银行联盟”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Ｕｎｉｏｎ) 来完善资本市场ꎬ 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中ꎬ 最主要的推进手

段就是一系列资产证券化新规①ꎮ 资产证券化虽然是一种规范性很高的成

熟金融工具ꎬ 但欧盟作为传统上虚拟经济并不发达的经济体ꎬ 目前ꎬ 德法

两国的资产证券化率分别仅为 ５ ４４％ 和 ５ ５％ ꎮ 中东欧成员国中ꎬ 波兰仅

以 ０ ０３％居于榜首ꎬ 而英国的资产证券化率达到 ３０ ４５％ ②ꎮ 因此ꎬ 推进共

同资本市场的建设ꎬ 对于大多数欧洲大陆的欧盟成员国来说将是一个复杂

甚至充满风险的过程ꎬ 而对于中东欧成员国来说ꎬ 更是需要经历一番几乎

是从无到有的艰难过程ꎮ

四　 欧元区问题

由于英国和中东欧部分成员国均没有加入欧元区ꎬ ２０１２ 年英国和捷克

又是当时仅有的两个拒绝签署 «财政契约» 的成员国ꎬ 因此ꎬ 英国和部分

中东欧成员国在货币和财政问题上似乎成了盟友ꎮ 实际上ꎬ 欧元问题恰恰

是英国脱欧几乎不会对中东欧成员国产生影响的领域ꎮ
在欧元问题上ꎬ 英国对欧盟的主要诉求有二: 一是欧盟不得对欧盟的

非欧元区国家进行歧视ꎬ 特别是不得规定一定规模以上的欧元结算机构必

须位于欧元区国家境内ꎻ 二是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背景下ꎬ 欧盟不得

强迫非欧元区国家对陷入危机的欧元区国家进行援助ꎮ 其中的第二个问题

涉及没有使用欧元的中东欧成员国ꎬ 特别是波兰和捷克这两个明确支持英

国的国家ꎮ
这一事件主要源于 ２０１０ 年欧盟为对陷入债务危机的爱尔兰以及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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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 葡萄牙等国实施救助所组建的 “欧洲金融稳定机制”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ＥＦＳＭ)ꎮ 鉴于当时危机初起ꎬ 各成员国均同

意组建该机制ꎮ 其具体做法是ꎬ 由欧盟委员会以 ２７ 国向欧盟提供的预算为

担保ꎬ 到公开市场上以贷款形式筹集资金ꎬ 再由欧盟委员会将这笔资金用

于救助ꎮ 这也就意味着ꎬ 一旦被救助国出现违约ꎬ 将由 ２７ 国共同承担责

任ꎮ ２０１２ 年ꎬ 由于组建了仅由欧元区欧盟成员国出资的 “欧洲稳定机制”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ＥＳＭ)ꎬ 因此ꎬ ＥＦＳＭ 机制及其尚未动用的

１４３ 亿欧元资金便停止了运作①ꎮ 但 ２０１４ 年上任的新一届欧盟委员会鉴于

希腊债务危机愈演愈烈ꎬ 于 ２０１５ 年着手重启 ＥＦＳＭꎬ 希望将其中一部分资

金用于紧急援助希腊的 “过桥贷款”ꎮ 由于此前数年希腊危机给欧盟各国带

来的困局ꎬ 因此ꎬ 欧盟委员会的这一动议激起英国国内的强烈反对ꎮ 从上

述分析可以看出ꎬ 由于英国是欧盟预算的贡献大国ꎬ 因此动用 ＥＦＳＭ 资金

一事确实意味着英国将以本国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希腊ꎻ 但是波兰和捷克等

中东欧国家均为欧盟预算的净受益国ꎬ 即使希腊真的出现违约ꎬ 进而造成

欧盟原本应通过预算拨付给中东欧成员国的各项补贴资金有所减少ꎬ 但这

些钱并不是波兰或捷克本国纳税人的钱ꎬ 因此在这一问题上ꎬ 中东欧成员

国与英国的处境完全不同ꎬ 英国所主张的理由实际上并不能为中东欧成员

国所使用ꎮ
至于中东欧的非欧元成员国是否能像英国对待欧元那样ꎬ 结成一个稳

定的欧盟 “非欧元区”ꎬ 这种可能性并不大ꎮ 因为尽管波、 匈、 捷等国目前

不是欧元区国家ꎬ 但是从法律角度讲ꎬ 他们具有加入欧元区的义务ꎬ 加入

欧元区主要是时间问题ꎬ 或者说时机问题ꎮ 而英国、 丹麦以及一定程度上

的瑞典已经从法律上解除了加入欧元区的义务ꎬ 因此不存在择机加入欧元

区的问题ꎮ 不论英国是否脱欧ꎬ 都不会改变欧盟要求波、 匈、 捷加入欧元

区的压力ꎮ 同样ꎬ 即使英国没有脱欧ꎬ 这三国也不能以英国仍没有加入欧

元区为由拒绝加入欧元区ꎮ
总体来看ꎬ 英国脱欧对中东欧成员国来说ꎬ 远期影响要大于近期和中期影

响ꎮ 当然ꎬ 英国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ꎬ 其脱离欧盟所带来的影响涉及各个经济

领域ꎮ 这些影响未来在中东欧成员国身上将有何表现ꎬ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ꎮ
(责任编辑: 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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