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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久久病病未未必必成成良良医医，，但但成成就就了了他他的的AAPPPP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梅姨”这一称呼
堪比一个大单

1月31日，特雷莎·梅抵达
武汉开始访华行程的同时，也
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
章，主旨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使
英国受益。文章说，中国经济为
大量产品创造出新的市场，提
供新的资金来源，这些都将对
英国有益。

其实，中英两国间有一个最
为具体的合作项目——— 中英数
学教师交流项目的成果——— 足
以说明这一点。该项目是2014年
第二轮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
制会议的成果之一，至今两国超
过100所学校的500多名教师参
与其中，上千名学生受益。

尤其是中国的数学教学方
法赢得了英国学生和老师的一
致点赞，中国上海的数学课本
已被纳入英国小学教材参考范
围。这次“梅姨”访华首站武汉，
主谈的就是教育合作项目。其
中，数学老师交换交流计划进
一步拓展至2020年，英国在未
来两年内继续派遣200名英国
数学老师来华交流学习。

包括数学老师交流项目在
内，此次中英教育合作将为英
国创造800个就业机会，市场总
价值达5 . 5亿英镑。仅这一个
看似不起眼的领域，就能撬动
数以亿计的市场价值，难怪法
国总统马克龙本月初抢先一步
访华时，英国人跟着“着急上
火”。

教育合作只是“梅姨”此访
期间中英合作项目的一个缩
影。在2月2日“梅姨”回国前，中
英双方签署了总额约90亿英镑
的合作大单，涵盖“一带一路”
建设、金融、教育、创新、科技、
农业等领域，两国还将推动建
设青岛中英创新产业园和雄安
金融科技城等项目。

如果说经贸合作是中英关
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的
话，那么战略、财金和人文三大
领域的高层对话机制，则是打
造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增强版
的政治基础。

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英
国，两国发表《中英关于构建面
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的联合宣言》，开启持久、开
放、共赢的中英关系“黄金时
代”。英国决定“脱欧”后，“梅
姨”2016年7月临危受命出任首
相，分别在同年9月和去年7月
在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

习近平主席会晤。其间，“梅姨”
就曾表示，英国将继续推进英
中关系“黄金时代”。如今，中英
关系“黄金时代”增强版已呼之
欲出。

在接受央视记者水均益采
访时，特雷莎·梅特别强调英国

“脱欧”后将把更多眼光投向世
界，并称中英都是具有全球视野
的国家。她还特别注重人文交
流，得知自己在中国有个亲切的

“外号”叫“梅姨”时，特雷莎·梅
非常荣幸地连说三个“谢谢”。在
外界看来，仅“梅姨”这个称呼就
足以比肩一个经贸大单。

法英首脑之后
荷兰国王将访华

自2015年中英两国开启双
边关系“黄金时代”以来，英国
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就走在欧洲
的前列。2015年中国发起成立
亚投行之后，英国成为首个加
入亚投行的西方大国，随后德
法意等欧洲国家纷纷加入。

与1月上旬访华的马克龙
相比，“梅姨”去了江城武汉，登
黄鹤楼听京剧；“小马哥”则造
访古都西安，观兵马俑看大雁
塔。不过，两人在北京期间，均
抽出时间参观了故宫，可谓“殊
途同归”。

“小马哥”的访华行程也是
3天，中法双方签署了约200亿
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涉及核
能、航天、养老、航空、环保、金
融、能源综合利用等领域。

马克龙结束访华次日，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
上强调，中法关系早已超越了
简单的买卖关系。

与英法两个欧洲大国相比，
荷兰显得有些默默无闻。2月7日
至8日，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
将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他也是
2018年开年以来第三位访华的
欧洲主要国家首脑。

从2003年起的12年里，荷
兰一直是中国在欧盟的第二大
贸易伙伴，直到后来被英国超
越。法国则一直位列第四。以
2016年的数据为例，中英贸易
额约为740亿美元，中荷贸易额
约为670亿美元，中法贸易额约
为470亿美元。此外，荷兰王室
与中国领导人交往密切。2014
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荷兰；
2015年10月，荷兰国王威廉·亚
历山大访华，同年3月荷兰首相
也曾访华。

在英国“脱欧”之际，欧盟
两大机构的总部已确定从伦敦
搬走，欧洲银行管理局和欧洲
药品管理局分别迁至法国巴黎

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在涉及经
济效益不菲的欧洲药品管理局
总部选址中，阿姆斯特丹从欧
洲19个候选城市中胜出，由此
可见荷兰的实力不俗，未来中
荷之间进一步的合作空间也很
大。

欧洲对华心态复杂
保护主义倾向露头

当前，逆全球化、贸易保护
主义势头回潮，在1月31日与李
克强总理举行中英总理年度会
晤时，特雷莎·梅强调，英中两
国都支持全球化，反对贸易保
护主义。2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
会见特雷莎·梅首相时，双方再
次强调支持自由贸易和经济全
球化的一致立场。

受“脱欧”进程引发的悲观
情绪所累，英国的经济增长幅
度已较预期大幅下降，对特雷
莎·梅政府而言，必须通过与包
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再捆绑，
才能继续为英国经济注入动力，
实现“全球化英国”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特雷莎·梅
和英国的基本立场是坚定支持
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
但在欧洲大陆却是另一番景
象。近年来，中国投资者在欧洲
进行企业并购，尤其是欧洲一
些在相关行业具有领军地位的
企业被中方收购，引起欧洲人
的担忧。

德国经济部国务秘书马赫
尼希1月底表示，面对中国投资
者，德国已发起一项倡议，谋求
在欧盟框架内对外国直接投资
进行更严格监控。为此，德国已
与法国、意大利联合起草了一
份立法草案，目前还在议会审
议阶段。

其实，贸易和投资领域的
保护主义倾向在欧洲一直存在，
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上台后也
曾表示要限制中资在法国的投
资并购，采取更严格的审查和监
管。即便是英国，特雷莎·梅刚上
台时也曾一度叫停中法投资的
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

在欧盟层面，对华发起的
反倾销调查近年来也不绝于
耳。1月31日，欧盟委员会就宣
布，对中国铸铁产品实施为期5
年的反倾销措施。

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
和中资走出去时，欧洲实际上
与美国戴有类似的“有色眼
镜”，并且急于给中资海外并购
赋予过多“含义”。不过，与美国
经济持续复苏相比，欧洲经济
更加脆弱，在贸易保护主义问
题上，特朗普可以“关起门来”
不管不顾，欧洲却不能。不管是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还是拉动经
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欧洲
必须要靠中国这样的大市场和
投资伙伴，这也决定了欧洲在
面对中国时的矛盾心态——— 既
担忧中资又渴望合作。

不过，从前不久召开的瑞
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不
难看出，当特朗普的贸易保护
主义严重挑战原有自贸体系
时，德法英等欧洲大国仍然是
齐声力挺自由贸易的。在全球
化时代，大家都明白，保护主义
是“饮鸩止渴”，坚持自由贸易
才是中欧关系乃至全球经济持
续发展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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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结束为期3天的中国之行，满载
而归——— 中英签下90亿英镑合作大单，两国领导人商定继续打造
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增强版。在英国“脱欧”大背景下，“梅姨”此
访既是在给自己加分，也是在帮助世界重拾对英国的信心。

在“梅姨”之前，1月上旬法国总统马克龙高调访华，宣布将参
与“一带一路”倡议，而“梅姨”访华期间也表示支持“一带一路”。
下周，荷兰国王亚历山大也将访华。在国际政治格局深度调整、原
有经贸体系遭遇重大挑战之际，中欧关系同样面临着危与机。

怎怎怎怎解解解解 意意意意
——从从特特雷雷莎莎··梅梅访访华华看看中中欧欧关关系系的的危危与与机机

““梅梅””

1月31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抵达北京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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