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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后
全球贸易布局面临多重困扰

　　新华社伦敦 8 月 26 日电 财经观察：英国“脱欧”
后全球贸易布局面临多重困扰

　　新华社记者王慧慧

　　英国新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上台后，多次强调
英国要在 10 月 31 日如期“脱欧”。分析人士指出，
英国出现“无协议脱欧”的风险陡然激增，英国“脱
欧”后其全球贸易布局将面临多重困扰。

　　英欧贸易关系受干扰

　　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据英方统计，
2018 年英国对欧盟出口额占英国出口总额的 46%，
进口额占英国进口总额的 54%。一旦“无协议脱欧”，
英欧贸易可能陷入混乱。
　　霍金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贸易法专家艾琳·杜
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很难判断‘无协议脱欧’
后英欧双方贸易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干扰，因为从
未有过‘脱欧’先例，但双方贸易肯定会变得困难。”
　　杜森认为，“无协议脱欧”意味着英欧贸易将
回到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更多的边检可能导致供
应链受干扰，英国服务业、制造业和农业将受到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无协议脱欧”后，英欧需要
立即开始谈判并尽快达成新贸易安排，谈判压力远

大于存在过渡期的“有协议脱欧”。此外，关于爱
尔兰边境的“备份安排”，也可能成为未来英欧签
订贸易协定的一大障碍。

　　复制贸易安排有压力

　　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受益于现有的约 40 个欧
盟贸易协议，这些协议覆盖全球 70 多个国家。由于
英国与美国、中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没有双边贸
易安排，去年以来，英国政府一直积极谋划与第三
方“复制”相关贸易安排，以求得即使“无协议脱欧”，
还可以与这些国家继续维持现有的贸易优惠条件。
　　英国迄今已签署了 13 个贸易连续性协议，涵盖
智利、以色列、瑞士、韩国等 38 个国家，涉及贸易
金额达 890 亿英镑。
　　不过，英国签署连续性协议之路任重道远。据
英国国际贸易部网站信息，目前仍在讨论中的连续
性协议有 20 多份，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埃及等国
家和地区，但预计与日本和土耳其的贸易安排无法
在“脱欧”日期之前达成。
　　分析人士认为，把欧盟和其他国家达成的贸易
协议“复制”成英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贸易协议并
非轻而易举，而且现在“脱欧”路径不清晰，一些
国家在与英国签署连续性协议时会犹豫不决。
　　杜森表示，英国如何与主要经济体进行贸易谈

判值得关注，英欧未来能够达成何种贸易安排会成
为其他国家与英国谈判时的参照物。

　　商签英美自贸协定非易事

　　“脱欧”后迅速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是英
国政府的一大诉求，但一系列现实问题让英美达成
自贸协定的前景不容乐观。
　　首先，英美对签署贸易协定的迫切程度并不相
同。在“脱欧”背景下，英方期待与美国谈判取得
进展以提升英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影响力。但正如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说，“英国态度急切、没有筹码、
处于弱势，与美国达成有利协议只能是妄想”。
　　其次，在协议具体内容方面，美英之间也存在
分歧。英国人担心低于欧盟标准的美国产品进入英
国，并且不愿向美国投资者开放英国引以为豪的国
民保健制度，这些都将对双方谈判造成障碍。
　　此外，从程序上看，贸易谈判由美国政府负责，
但美国国会最终能否批准协议尚未可知。美国国会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表示，一旦英国“无协议脱欧”
导致爱尔兰岛上出现“硬边界”，民主党不会支持
与英国达成任何贸易协定。

德媒揭露：
美国煽动香港骚乱违反国际公约

　　德国《商报》网站 8 月 19 日发表题为《美国错
误地插手香港抗议活动》的文章，作者为德国《经
济周刊》前主编斯特凡·巴龙。文章称，1970 年美
国对反对越南战争的人制造的所谓“肯特州立大学
惨案”或 1992 年洛杉矶骚乱中使用军队和国民警卫
队，表明了美国政府是如何严厉维护公共秩序的。
同一个美国现在却敦促香港和北京保持克制。与此
同时，它自己却通过建议、行动和金钱来煽动冲突。
　　文章称，这是观察世界政治时一再被证实的一
个令人悲伤的等式：知道得越少，偏见就越严重；
偏见越严重，世界就越简单。
　　根据广泛传播的有关香港骚乱的报道，那里热
爱自由的“示威者”和“活动分子”利用他们的民
主权利和言论自由去“保护”自己城市。但如果我
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蒙面年轻人
拿着石头、弹弓、燃烧瓶和铁棒与警察发生暴力巷战，
他们还垒起路障，强行闯入立法会，摧毁了会议大厅，
在那里挂起了前殖民宗主国英国的国旗，瘫痪国际
机场，扣押、捆绑并折磨可疑人员，甚至最后还阻
挡医务人员施救。
　　叛乱头目之一、22 岁的黄之锋日前把香港的情
况比作 1989 年民主德国的情况。文章指出，与民主
德国不同，香港无疑仍是一个法治社会。根据著名
的美国“世界正义工程”组织最新的“法治指数”，
香港在 126 个被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16 位，
排在老牌民主国家法国（第 17 位）和美国（第 20 位）
之前。
　　文章称，在至今已持续数月且越来越激进的对
抗中，执法人员对违法者采取行动时其实是把暴力
维持在最低限度，而不是过分地使用暴力。正是因
为这一点，迄今没有发生死亡事件，严重受伤者也
很少。

　　在美国，这样的骚乱可能早就被镇压了。1970
年美国对反对越南战争的人制造的所谓“肯特州立
大学惨案”或 1992 年洛杉矶骚乱中使用军队和国民
警卫队，表明了美国政府是如何严厉维护公共秩序
的。
　　文章称，同一个美国现在却敦促香港和北京保
持克制。与此同时，它自己却通过建议、行动和金
钱来煽动冲突。过去几年，这个中国南方港口大都
市的“反政府分子”从美国那里获得了数百万美元
的捐赠。
　　最大的捐赠者之一、美国国会资助的“国家民
主基金会”在 2012 年的调查报告中描述了自己的捐
赠目的：“发展公民、尤其是大学生更有效地参与
政治改革公开讨论的能力。”现在，我们在香港街
头可以看到这种民主辅导课的结果。
　　文章称，香港骚乱爆发前不久，美国现任国务卿、
中情局前局长迈克·蓬佩奥和国会高层人员在华盛
顿亲自接见了主要的香港反政府分子。
　　最近，在骚乱期间，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政治
部主管会见了黄之锋和其他骚乱头目。从这位女主
管的职业生涯看，她可能服务于情报部门。她没有
提醒这些人保持克制。无论如何，自那以来，香港
街头暴力的强度是增加而非减弱。
　　文章还称，美国政府试图把此次会晤淡化成日
常事务。但是，与一场运动的头目会晤绝不是日常
工作事务——这场运动的支持者数周来几乎每天都
在和警察发生巷战，高喊各种口号，或暗或明地怀
有颠覆思想或分裂意图，从旗杆上扯下国旗并举起
星条旗。
　　文章认为，美国的做法违反了《维也纳公约》。
该公约禁止外交官干涉驻在国的内政。不把香港的
事件理解为划时代的中美地缘政治冲突的一部分是

幼稚的。唐纳德·特朗普把对华贸易协议问题和北
京“人道地处理”香港问题挂钩，但对印度中央政
府突然取消赋予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只字不提，正
好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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