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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下半年的欧洲，被英国“脱欧”的“黑天鹅事件”余波笼罩。截至 2016

年 12月中旬，已经确定的将在 2017年进行领导人选举、议会选举或公投的欧洲

国家有 11个。政治生态的不稳定性与欧洲经济社会的现状脱不了干系。欧洲也

好，其他在方方面面与欧洲发生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也罢，都不得不学会与不确定

性为友。

德国举足轻重，难民政策是关键

未来的欧洲将何去何从？虽然充满不确定性，各种问题纷繁复杂，但可以确

定的是，德国的形势将对欧洲、特别是欧洲一体化事业具有基础性的影响。换句

话说，默克尔是否连任，如果不连任，谁又会接替她，都将对整个欧洲产生举足

轻重的影响。

客观上默克尔享有一定的优势。第一，目前来看，母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内还

不存在足够强势、能够替代她的接替者。即使是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其他党

派内也不存在特别冒头的人物。第二，应对欧洲纷繁复杂的形势，客观上需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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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强势的、熟悉欧洲事务的德国领导人。随着法国近年来的相对走弱，德国和默

克尔本人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更加凸显。这些因素将有利于默克尔的连任。

然而，虽然默克尔存在天然优势，出现“黑天鹅事件”的概率依然很大，问

题主要出在其难民政策之上。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目前已致 110 万难民涌入德国，

给德国的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甚至还诱发了恐怖袭击，进一步加剧了民众

的不满情绪。尽管默克尔已经承认其难民政策有误，并相对收紧了难民政策，但

国内批评声音仍在，甚至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也曾对此表示严重不满。2017

年默克尔能否连任，德国政局形势能否平稳过渡，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难民问

题的发展。目前，出现两种情形的可能性都存在。一种是，大选期间或邻近大选，

出现恐怖袭击等恶性事件，再次引发民众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质疑，进而导致反

对党突然扭转局势，德国政局出现“黑天鹅”。另一种是，成功将难民危机转化

为人口“红利”，默克尔强势连任。当前，德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严重，适

龄劳动力的欠缺成为德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掣肘。如果德国能够在吸纳难民之后，

有效地将难民转化为劳动力，一方面能解决德国人口的结构性矛盾，为国内经济

发展添加动力；另一方面，使难民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避免内部矛盾激化。

欧盟政治生态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意大利宪法改革公投的

失败虽然并不一定意味着“五星运动”党的上台，但它给欧洲形势的不确定性加

添了不重不轻的一笔。总之，“黑天鹤”潜伏欧洲，局势最终如何还有待时日验

证。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欧洲一体化进程将会经历较长时间的停滞，乃至倒退。

政局中的不确定性与难民问题等一干棘手事项都将分散欧洲恢复区域经济的精

力。因此，欧洲的经济发展将呈持续缓慢复苏态势，区域货币存在震荡可能，加

之银行业风险递增，贸易不景气，社会矛盾不断蓄势，分裂因素潜伏。至于欧洲

能够在多大限度上克制英国“脱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恢复各国对经济发

展的信心、缓解难民问题带来的冲击，从源头上解决社会深层矛盾是根本，而德

国政局的演变又将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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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欧洲，放眼世界

欧洲生变的因素潜伏，世界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受之牵动。在欧洲，我们看

到了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受挫。那么，同样处于变动中的世界形势又将呈现何种

图景呢？目前的世界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全球化的调试性阶段。在未来很长的一段

时间里，全球化仍将是时代发展的主流，只是路程多了波折。目前很难判断这个

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究竟意味着机遇还是挑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确定性。

在发展领域，增长信心不足，亟需更多关注。例如，在欧洲，政治生态和社

会状态的不确定性都意味着欧洲没有足够的精力关注自身乃至他国的发展问题。

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发生，有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深层原因（欧盟区域内各国

的发展不平衡和欧盟各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但对于缺乏足够增长新动力的

欧洲来说，即使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也不意味着就有心力解决深层次、根源性的

问题。2017年的欧洲仍将面临严峻挑战：经济社会脆弱、银行业风险上升、失

业率高涨。虽说，部分新兴国家的增长还是被看好的，且这些国家乐于为全球经

济增长与发展贡献力量，但并非所有国家都会迅速接受这些公共产品，并将之转

化为自身发展动力。面对外来投资，不少国家仍存观望甚至戒备心理。此外，对

于管控投资风险，投资国也尚需时日进一步摸索。不少地区发展欠缺公共产品，

而不少地区有产能输出的压力。如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还

是有望为全球经济发展再添动能的。

在贸易领域，规则持续呈现“碎片化”，预计贸易增长率将更低，甚至存在

触底可能。在欧洲方面，2017年，作为欧洲贸易引擎的德国，仍将面临产能过

剩。德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若德国维持经济外向态势，不少经济形势本来就不

乐观的逆差国承受的压力也将不断攀升。因此，在欧洲，很难通过单纯的贸易拉

动，提供动能，实现增长。同样，英国“脱欧”带来了“溢出效应”，欧洲大陆

上不少双边贸易规则有待再确定。这让我们看到，产生贸易增长低预期的重要原

因之一正是治理规则的不完善、碎片化和变动性。因此，重振贸易对增长的贡献，

离不开确立有序的贸易规则。贸易领域的全球治理难以克服规则“碎片化”现象，

与某些规则缺乏代表性、包容性和有效性有关。因此，二战后开启的创建一套具

有包容性、有序性及有效性的世界贸易规则的工作，还远没有完成。区域全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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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或者其他贸易规则体系是否能够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之后，克服“两 T”

既有的缺陷，作为更完美的替代性贸易规则版本，“接棒”贸易领域的全球治理，

还需拭目以待。

在安全领域，安全问题将呈现出更强的非传统性。安全威胁不再仅仅是军事

战争的范畴，而是已经涵盖了更多的内涵，包括宗教因素、人口因素、恐怖主义

等都可能成为滋生安全隐患的危机因素。一些新的传播手段，例如网络空间，已

被犯罪分子、恐怖分子所利用，再次增添了安全治理的难度。各类非传统安全问

题可能给国内经济社会安定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带来的溢出性影响，在深度和广度

上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面对诸多非传统性的安全隐患，一方面，我们有必要

建立危机预警机制，防微杜渐，有效应对各类安全隐患，将危害降到最低；另一

方面，我们应进一步反思隐患产生的根源。例如，透过英国“脱欧”事件我们认

识到，正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引发民众的不满。而难民涌入等外部因素，加

之恐怖事件的爆发，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的不满情绪。如果民粹的情绪被过分放大，

将会带来社会潜在的不稳定。从源头治理潜在安全威胁，也是应对非传统安全的

重要途径。

最后，觅得共同利益，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在 2017年，欧盟的前行道路

布满曲折，内部经济社会不平衡依然存在，经济复苏步履蹒跚，成员国的离心力

持续存在。之所以存在离心力，是因为不确定性让大家更加倾向于建起壁垒，保

护自身利益。因此，我们将看到一些更加实用主义导向的欧洲国家。它们走出欧

洲，跟大家打交道。不管欧洲怎么变，各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出发点不会变。未来

的世界纷繁复杂，充满挑战，这足以说服诸国，觅得共同利益，共同治理全球性

问题。推动经济增长、维护世界稳定、规避不确定性风险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而全球性问题的属性也在客观上要求各国合作治理，没有一国能够通过置身事外，

真正觅得“安全之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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