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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临时协议

英国的贸易合作伙伴又多了一国。当地

时间11月21日上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英

国首相约翰逊通过视频会议共同宣布，达成

两国《加英贸易延续性协议》（Canada-U.K.

TradeContinuityAgreement）。

其实，加拿大与英国之间并非没有贸易

协议。此前，加拿大与欧盟已经签署过全面经

济贸易协议（CETA），而留在欧盟内的英国即

可享受到CETA带来的各项便利。

不过，英国“脱欧”已成定局，12月31日就

将完成，CETA也将不再适用于英国与加拿

大之间的贸易往来，因此双方需要一个新的

贸易协议来替代目前与欧盟的协议，避免双

方相互征收关税。

根据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的说法，这项新

的过渡延续协议将允许双方继续享有CETA

优惠待遇，包括对98%出口至英国的加拿大

产品免除关税；同时，该协议可为两国企业、

出口商和工人们带来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与此类似，英国国际贸易部也在声明中

指出，延续现有贸易关系意味着为英加之间

价值约200亿英镑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提供确

定性”，并使英国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迈进一步。

数据显示，英国和加拿大两国之间在

2019年的贸易规模价值达170亿英镑。据了

解，该协议包括汽车出口零关税，以及牛肉、

鱼和海鲜等商品的零关税贸易，它将占到英

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的1.5%。

“对英国来说，这是一项极好的协议，它

确保了英国与我们最亲密盟友之一的跨大西

洋贸易。英国企业向加拿大出口从电动汽车

到汽酒的一切产品，如今的协议将确保贸易

越来越强大。”约翰逊在一份声明中说。

不过，由于时间紧迫，双方只是达成了一

个临时协议，正式协议还要从明年开始继续

谈判。而这份将于2021年1月1日生效的过

渡协议仍有待双方进行法律程序上的最后

确认。在加拿大，需要议会予以批准。特鲁多

表示，这个协议的达成传递出全球贸易重要

性的信息。

急扩朋友圈

“脱欧”过渡期眼看就要结束，成为独立

的贸易国对于英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比如，英国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都面临着

新的压力。英国需要在年底“脱欧”前与53个

国家签署协议，到那时英国将不再受欧盟与

各国贸易协议的保护。

上月23日，英国刚刚与日本签署了《英日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覆盖制造业、创意产业、

农产品等关键领域，将会在2021年初英国正式

离开欧盟后生效。英国贸易大臣利兹·特拉斯称

这份协议为“英国再次成为一个独立的贸易国

以来，达成的第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协议”。

除了日本和加拿大，英国还与挪威、韩国

和以色列等国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或临时协

议。虽然已经谈成了部分，但英国仍须在2021

年1月1日前延长签署另外14项协议，包括与

墨西哥、土耳其及新加坡等国家的贸易协议，

有关协议将涉及英国将近600亿英镑的贸易。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与各国签署的协议

多与欧盟现有的协定类似。比如，《英日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就明确指出，英国企业将

享有对日本99%出口产品的免关税贸易。

“过去，英国还留在欧盟中时，由于贸易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条件的存在，英国从经

济上来说是受益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

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指出，但现在看来，随

着“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加大，英国脱离之

后，以前贸易自由便利化的条件都会不复存

在，国内社会的福利水平也会受到影响。因

此，为了避免无协议脱欧后的冲击，英国当然

要寻求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签署贸易自

由协议、建立自由贸易区等都是选项。

不过，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中谈判总是

曲折的，英国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就困难重重。

10月20日，利兹·特拉斯宣布，英美启动商品

关税第5轮谈判。根据英国贸易部的说法，自

此之后的两周内，双方将进行40场谈判会议，

而上轮谈判则进行了29场。

即便谈了又谈，但在食品标准、英国医疗

体系准入等方面，英美双方仍然分歧不小。在

反对派看来，美国将会利用该项协议，提出降

低英国的食品标准，且得允许美国公司进入

英国医疗体系。

40天倒计时

“英国‘脱欧’之后，损失不小，需要另辟

蹊径，跟日本、加拿大签协议都是这个道理”，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徐洪才坦言，不过，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还是

欧盟。

的确，无论英国怎么拓宽朋友圈，与欧盟

的贸易规模都是英国的重中之重。但如今，离

最后的脱离期限只剩40天，英国与欧盟之间

的贸易谈判仍然没有明朗的趋势。

11月17日，约翰逊直言，仍不能确定是否

可以与欧盟达成协议。在内阁会议上，约翰逊

强调，他的立场没有改变，他渴望与欧盟达成

协议，但不能“以主权，以及我们的法律、边界、

金钱和渔业的控制权等核心原则为代价”。

令事态愈发严峻的是，就在“脱欧”后贸

易协议谈判陷入胶着之际，由于欧盟谈判团

队一名成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双方

19日暂停面对面对话，转为远程谈判。

桑百川分析称，一个月的时间还是非常紧

张的，要想达成协议，需要欧盟和英国都各让

一步，这样才会有希望。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无论是英镑的走势还是股市的变化，都表明，

在市场看来，“无协议脱欧”的风险在加大。

在徐洪才看来，虽然现在风险加大，但也

不一定最后就会“无协议脱欧”，毕竟冲击比

较大，除了经济上的冲击，也有政治上的影

响，最后关头也可能会峰回路转。

严阵以待的不只是唐宁街和布鲁塞尔，

“无协议脱欧”的利剑一直悬在利益相关方的

头上。爱尔兰央行行长加布里埃尔·马赫卢夫

10月底曾预计，如果英国“无协议脱欧”，与英

国北爱尔兰地区同处爱尔兰岛的欧盟国家爱

尔兰恐成欧元区中承受负面影响最大的国家。

英国企业也逃不过。据英国央行称，很多

规模较小的英国企业似乎尚未准备好重新

引入海关检查，并且预计入境延期可能在明

年前三个月导致英国GDP损失1%。如果英国

和欧盟不能达成贸易协议，导致对商品征收

新关税，破坏可能会更严重。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短短一天之后，日本关于促进消费政策

的态度就出现了180度的转折：眼看着疫情

蔓延愈演愈烈，这项曾经承担着日本经济重

启的“GoTo”补贴活动也即将被暂停。而在

转折的背后，有日本应对疫情的焦虑，或许

也有日本防控和经济始终难两全的焦虑。

据新华社，当地时间21日晚些时候，日

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新冠病毒对策总

部会议，会后，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政府将

暂停以疫情快速蔓延地区为目的地的旅行

补贴政策，同时将要求都道府县知事考虑停

止发放餐饮优惠券。不过菅义伟没说从何时

开始暂停上述补贴政策，也没划定不再补贴

的地区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此前一天，菅义伟还

表态称，暂时不打算叫停鼓励民众外出旅游

和就餐的补贴政策。按照菅义伟的说法，迄今

总计4000万人参与“GoToTravel”活动，其

中只有176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日本内阁

官房长官加藤胜信20日也提到，政府认为眼

下不需要宣布紧急状态。而在11月19日，菅

义伟与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

会谈后还宣布，坚持疫情防控与发展经济并

重，并同意在加强防疫基础上继续促进旅游

活动。

不断飙升的确诊人数是促进日本政府

态度大转弯的关键因素。21日当天，日本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500例，连续4天刷新

单日新增最高纪录。其中，首都东京新增539

例，打破19日创下的534例单日最高纪录。西

部大阪府21日新增确诊病例415例，同样创

单日最高纪录。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察哈尔

学会研究员李家成称，菅义伟新政府上台之

后，疫情防控就是其首要任务，同时日本政府

也就实现经济的重启，“GoTo”补贴活动本

身都是经济重启的刺激措施，但这其实是两

难的事情。刺激经济就可能使人群流动性增

强，给疫情防控带来麻烦，如今日本政府也是

迫于疫情蔓延的压力又不得不暂停经济重

启的措施。

“另一方面日本可能也有更长远的筹

谋。”李家成补充称，如果日本疫情加速蔓延，

很可能会影响到明年的东京奥运会，奥运会

要顺利开展的前提就是日本国内的疫情需

要控制得住。但事实上，菅义伟提出的很多疫

情防控措施，其可操作性并不强，比如推出餐

饮用口罩等，也是因此导致防疫放松，再加上

刺激措施带来的群聚性感染，让疫情出现了

反弹。

数据显示，自11月中旬以来，日本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便不断增加，而自入冬以来，日

本疫情也出现新的特点，重点感染领域从餐

饮业蔓延至企业、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和

普通家庭。《日本经济新闻》曾指出，新增确诊

病例激增，也使得用于治疗的病床数量面临

不足风险，因此防治重症感染尤为重要。

而疫情的反弹也将“矛头”引向了此前的

刺激消费措施。在11月18日举行的记者会

上，日本医师会会长中川俊男便呼吁民众减

少外出，并要求人们采取严格卫生消毒措

施，争取在短时间内控制疫情。同时他也提

到，“政府通过补助金促进国内旅游是引发此

次疫情蔓延的重要原因”。

发出同样呼吁的还有东京都医师会会

长尾崎治夫，他在20日呼吁政府暂停“Go

To”补贴活动。他说，东京启动这一活动两周

后，确诊病例增加，不过还没有明确证据显示

两者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尾崎测算，按现在的

传播速度，东京4周后单日新增感染人数可

能达到1020人，“这样下去将导致医疗系统

崩溃”。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日本国内旅游

业受到沉重打击。为刺激旅游业的需求，今

年7月，日本政府公布将推出“GoTo

Campaign”补贴计划，其中便包括“GoTo

Travel”及“GoToEat”，该补贴计划总预算

高达约1.7万亿日元，用于补贴国内旅行以及

适用于当地餐厅、纪念品商店的优惠券。但在

7月《日经新闻》的民调中，80%的受访者便认

为，当前启动旅游业复苏计划还为时尚早。而

在日本社交媒体上，反对该项目的签名已达

近11万。

李家成认为，暂停消费刺激措施肯定会

影响日本的内需，疫情限制人员流动和外出，

导致消费低迷。要知道，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

具有很强联动性，防控做不好的话经济很难

重启。幸运的是，日本加入RCEP能够带来一

定的外部利好，日本也想通过加速推进

RCEP提振外贸，但RCEP还要通过日本国会

审批，整个RCEP要彰显出贸易促进效果也

还要等到明年。

日本内阁府16日发表的初步统计结果

显示，在经历了第二季度的创纪录下滑之后，

今年第三季度日本经济快速回升，创下有可

比数据以来最大增幅。不过，当地媒体和经济

学家普遍认为，由于经济复苏动力不足，日本

经济恢复到新冠疫情暴发前水平尚需时日。

野村证券经济学家桑原真树提到，如果明年

新冠疫苗能广泛使用，日本经济可能会在

2022年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

第一阶段会议21日以视频方式举行。多

国领导人在讲话中强调，世界各国应秉

持多边主义，团结合作应对新冠疫情和

经济衰退等全球性挑战。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国际社会迫

切需要通过多边合作应对新冠疫情带

给全球的巨大挑战。面对新冠疫情大流

行，世界各国如果没有“全面、协调、团

结的策略”，就不可能有效应对疫情挑

战。他说，从新冠疫情中获得的最大启

示是，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共同

迎接挑战，需加强全球医疗系统并共享

医疗资源。他呼吁将新冠肺炎疫苗作为

世界公共卫生产品，通过多边合作的方

式进行分配。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新冠疫情这

样的全球挑战只有通过全球共同努力

才能克服。她呼吁各国支持“新冠肺炎

疫苗实施计划”并加强世界卫生组织

的作用。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新冠疫情造成

成千上万人死亡，很多人失去工作和收

入，全球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停滞。依托

共同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有益

经验，二十国集团提出了一系列抗击疫

情、恢复全球经济活力的倡议。协调各

国合作抗击疫情、恢复全球经济增长，

以避免更多的人陷入贫困正是二十国

集团的作用所在。

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希望世界各

国继续携手加强疫情防控，同时推出

切实有效的措施以防经济持续恶化。

他强调在新冠肺炎疫苗供给问题上加

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并呼吁创造任

何人都能接种疫苗的公平环境。他重

申，将把定于明年夏天举办的东京奥

运会、东京残奥会办成安全、放心的运

动会。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通过此次

疫情，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全球性危机

中国际合作的价值。全人类息息相关，

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大家庭。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说，新冠疫情对

非洲的打击十分严重，预计今年非洲经

济将收缩3.2%，这是非洲经济25年来首

次陷入衰退。他表示，当前疫情仍在蔓

延，各国应朝着包容性经济复苏的方向

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国家都不能

被落在后面。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呼吁二十

国集团成员合作应对新冠疫情。他说，

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

并在疫情中有所加剧。二十国集团成员

应努力建设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世界，共

同应对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各大经济体共

同协调努力有助于各方更快地从新冠

疫情中恢复。他呼吁二十国集团采取果

断行动。 据新华社

一个月前，英国火速与日本“联姻”，签署了“脱欧”后的首个重大贸易协定；一个月后，英国又马不停蹄与加拿大达成了

一致。“脱欧”之后，英国在对外贸易合作方面的心思愈发急切，若再不向外界示好，疫情的重压、高额的关税都将是英国经济

的难以承受之重。但相较于日本、加拿大等国，英国曾经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才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前十大进出口贸易伙伴国
（单位：亿英镑）2019年英国贸易情况

前三大贸易伙伴的贸易额
（单位：亿英镑）

欧盟 美国 中国

3611.52

1084.59
699.62

出口

美国 573.93

德国 362.28

法国 244.93

荷兰 236.1

中国 235.87

爱尔兰 215.58

比利时 128.84

瑞士 120.74

西班牙 106.79

意大利 99.15

进口
德国 657.08

美国 510.65

中国 463.75

荷兰 419.37

法国 294.81

比利时 250.53

瑞士 205.88

意大利 198.19

西班牙 164.86

挪威 15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