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盟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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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时期，欧盟内外的保护主义现象不断抬头，根源于近年欧盟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受到来

自内部和外部的严峻挑战，其经济长期徘徊，福利改革推进步履维艰，政府、企业及民众对国际竞

争疑惧心理上升等因素，值得密切关注。 

    保护主义现象在欧盟内外均有所趋升 

    欧盟持续扩大后，内部成员发展水平差距拉大，使共同市场体系亟待调整，欧盟一体化建设三

大支柱中最为成功的经济一体化也面临欧盟整体经济低迷的挑战。一体化建设徘徊不前使欧盟内部

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及对一体化建设的信心受到影响。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部分成员国转向

实行以“经济爱国主义”为旗帜的保护主义。 

    1、频频使用关税及其他限制手段，缓阻外部产品对欧盟市场的冲击 

    近年来，由于欧盟自身经济发展持续不振，就业形势疲弱，在贸易领域相对处于较为被动的态

势，面临来自美日的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两面夹攻。特别是近时

期，欧盟迫于成员国要求，对发展中国家有较大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频繁进行反倾销调查，

并通过征收反倾销税或配额等限制手段对其内部市场进行保护，以期缓和来自部分企业及工人的压

力。如欧盟对我国纺织品及鞋类产品连续展开反倾销调查并实施提高关税和配额等保护措施，日前

欧盟又通过了对中国大陆和越南进口的皮鞋征收反倾销税的方案，从10月7日起对中国和越南产皮鞋

分别征收16.5%和10%为期两年的高额反倾销税。同时，欧盟内对我国彩电及家具产品实行反倾销措

施的呼声又起。10月底，欧盟贸易委员正式公布了新的欧盟对华政策文件，其中包括题为《竞争与

合作——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和不断增加的责任》的欧盟首份对华贸易和投资政策文件，该文件称中

国为其目前面临的、来自单个国家的最大竞争挑战方，暗示欧盟今后将在对华经贸政策上更趋维护

自身利益并采取更多的保护措施。同时，对于美、日等国的知识密集型产品，欧盟则通过开展反垄

断调查等措施加以限制，如欧盟对微软产品的一系列调查和裁决。总体看来，今后欧盟的保护主义

仍将持续且带有着较强的实用主义特点，即哪个领域要求保护的声音高、影响大，欧盟就在哪个领

域着力实施保护措施，攘外以安内，以期争取民意支持并维护其内部市场。 

    2、保持对重大战略经济部门的掌控权，力阻外部企业在关键领域并购 

    近期，以法国为代表的部分成员国在一系列涉及能源等重要经济部门的大规模并购交易中频频

实行政府干预，排斥外国企业在相关行业和部门的并购行为。如法国政府力促法国燃气公司并购能

源巨头苏伊士公司，避免了意大利电力公司与苏伊士公司的合并。面对欧盟机构和其他成员国的指

摘，法国德维尔潘政府依然明确提出要实行经济爱国主义，并列出包括国防、核能、生物技术等10

个重点保护的经济部门。西班牙政府则顶住来自欧盟委员会的压力，以保护能源安全为由，通过法

律途径限制德国电力巨头意昂公司对西班牙公用事业公司恩德萨的收购。而德国早已存在的防止本

国汽车企业不被外国公司收购的“大众法”也一直被欧委会认定为不符合欧盟关于资本自由流通的

规定。 

    3、保护劳动力市场，缓阻来自新成员国及欧盟外的廉价劳动力涌入 

    欧盟扩大为25国后，10个新成员国基本上接受了欧盟已有的法律和规制并积极向欧盟的法律体

系的要求过渡，以期共享欧盟成员资格带来的经济收益，同时帮助本国产品和劳动力在欧盟内实现

自由流动。老成员国对外面临廉价劳动力要求进入本国市场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对内面临高就业市

场和经济不振、选民要求保护自身权益的强烈呼声与巨大社会压力，因此大部分老成员国政府选择

施行限制措施保护劳动力市场。欧盟扩大至今两年多以来只有英国、爱尔兰和瑞典三国实现了扩大

时允许新成员国劳动力在本国自由流动的承诺，其他老成员国仍要求欧盟允许其保持过渡期对自身

劳动力市场的保护。明年1月，欧盟又将接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成员国，届时欧盟在开放劳动力

市场方面将面临更大压力。 



    对欧盟保护主义趋升的几点分析 

    1、欧盟部分竞争力相对下降是保护主义现象趋升的直接原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美

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新兴国家崛起，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欧洲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经受严峻挑

战。欧洲福利支出的不断上升、企业生产和运行成本的居高不下，导致其部分竞争力的相对下降和

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即使是经济发展较好的西班牙等成员国，也普遍对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挑战

表示关切和忧虑，对国际竞争的恐惧心理上升，社会矛盾加剧，政府普遍面临较大的执政压力。为

缓解执政压力，保护本国重要经济部门利益和内部市场稳定，不得不出台一定的相应举措，缓解全

球化带来的冲击，其政策中的保护主义倾向比重增多。 

    2、通过保护措施为福利制度改革减压是欧盟的现实需要。为摆脱增长困境，德、法等国都在对

其传统福利体系进行改革，目的在于通过改革福利制度，降低企业成本，增强自身竞争力。核心内

容之一就是加强内部劳动力市场活力、促进就业、提高劳动力素质。这在客观上要求欧盟内部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欧盟在劳动力成本上难以与发展中国家竞争，众多企业将生产从本土转向发展

中国家导致欧洲部分就业岗位流失，对成员国福利制度改革形成一定冲击和压力。同时，欧盟及其

成员国提出的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等均难以在扭转就业形势方面立竿见影。因此，在敏

感部门和行业实行一定的保护措施，保住一部分就业岗位，是欧盟及成员国推进福利制度改革的现

实需要，也是为其推进改革进程争取民众支持的一定保证。 

    3、欧盟一体化进程遇阻是保护主义抬头的间接因素。近一时期以来，欧盟一体化进程面临巨大

压力，东扩后内部成员发展水平差距拉大使其共同市场体系亟待调整，欧洲民众对欧盟建设信心不

足。欧盟一体化建设的徘徊不前使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及对欧盟一体化的信心受到影响，成员国

领导人在推动一体化建设方面受到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在此背景下成员国危机感普遍上升并转向

“经济爱国主义”，强调维护本地区利益和内部市场，从侧面促生了保护主义的抬头。 

    密切关注欧盟保护主义的发展，维护中欧关系发展大局 

    1、欧盟一体化的大方向和目标仍稳定，保护主义抬头为暂时现象 

    近期欧盟保护主义抬头现象已引起了欧盟领导人的重视和欧盟内部的激烈讨论。对于法、西等

部分成员国通过政府干预实行部门保护主义现象，多数欧盟领导人明确表态其不符合欧盟的原则和

一体化建设需求。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均表示，经济保护主义只会在短期内

起作用，如成员国保护主义妨碍欧洲经济整体发展，欧盟委员会将坚决予以干预。应该看到，经济

一体化始终是欧盟一体化建设的强大动力，走经济联合带动共同繁荣仍将是欧盟建设的道路选择。

共同市场、关税同盟和统一的经济货币体系在欧盟已经建立并成功运转，欧盟要实现其到2010年成

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体的目标，就需要逐步消除经济一体化的内部壁垒。 

    2、欧盟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内部争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国际分工格局不断改变，欧盟经济及自身利益也深深融入全球经

济。因此，欧盟在保护自身产业和市场，对外实行贸易保护的同时，内部不同利益方受到贸易保护

政策的影响也存在异同，特别是在对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关系上，各方的争论与角力已初露端倪。欧

盟内部零售商与制造商就进口相关产品的直接交锋日增，零售商对于由于实行贸易保护而导致自身

利益受损和就业岗位减少的不满日趋明显。据丹麦一调查机构测算，实行反倾销措施后欧盟零售商

蒙受的损失则高达2.59亿欧元，远高于制造商从中获得的利益。已将生产转移到亚洲等生产力比较

优势明显地区的欧盟企业，同样面临欧盟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总体看来，在全球化的大

趋势下，欧盟对外贸易保护主义也面临着来自内部的巨大压力。 

    3、宜重视欧方切身利益，坚持互利共赢，维护中欧关系的发展大局。 

    欧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技术来源地，中欧经济存在高度互补性，发展前景广

阔。继续维护和发展好中欧经贸关系，对于中国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营造

良好国际环境和有利的外部条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积极把握当前中欧关系

的良好发展态势，在发展对欧经贸关系过程中适当考虑对欧洲相关部门和劳动者利益的影响，妥善

处理贸易摩擦问题，促进中欧对双方经贸互补性和共同利益等问题上的更多共识，同时继续加强双

方在经贸领域的对话与协调，使经贸交流与合作在中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全面健康发展中继

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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