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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结束的欧盟冬季峰会上，欧盟
27 国领导人就一揽子复苏计划艰难达成
协议。得益于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的积极
斡旋，欧盟对复苏计划法治条款中相关问
题作出了保证，让此前反对该计划的波兰
和匈牙利服下了“定心丸”。至此，这项在
欧洲一体化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复苏
计划正式落地。几乎与此同时，欧洲央行
亦高调宣布，将继续沿用货币政策工具纾
困，推出更大规模的购债计划。业界分析
认为，面对经济放缓及一系列不确定性因
素，欧盟与欧元区决策层的危机感明显增
强，出台一系列“组合拳”式刺激措施实属
情理之中。

这项计划的达成可谓一波三折。今年
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度使
欧盟及欧元区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正因
如此，今年下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
在6月份发出强力号召，呼吁欧盟加快制
定2021年至2027年预算协议，并充分考虑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因此，到7月份欧盟
各国一致同意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当
时，随着欧洲地区疫情趋缓，一系列封锁限
制措施快速放松。7月份至9月份，欧盟整
体经济表现堪称优秀，GDP增长率折合成
年化增长率一度突破12%，达到了有纪录
以来的最高值。谈判也就显得没有那么急
迫。进入秋冬季节后，欧洲多国疫情二次
暴发，经济复苏再度遭到重创。在各方的
紧急呼吁下，11月10日，欧洲议会与欧洲
理事会在经过紧张的会晤讨论后，终于愿
意为这份预算协议亮绿灯。

就在一切看似顺利时，波兰和匈牙利
却突然给计划增添了变数。欧盟一揽子复
苏计划必须得到欧洲议会和所有成员国批
准方可生效。然而，波兰和匈牙利却因反
对欧盟将经济援助与法治问题挂钩而投下
反对票，导致该计划一度搁浅。

面对欧盟境内依然严峻的新冠肺炎
疫情和明显衰退的经济走势，欧盟及各成
员国领导人在本次冬季峰会期间经过艰
难协商，终于就陷入僵局的一揽子复苏计
划达成一致。在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游
说下，波兰和匈牙利政府放下政治顾虑，
作出让步，同意德国提出的折中方案，这

为欧盟的7年预算协议生效铺平了道路。
欧盟领导人纷纷对此表示欢迎。欧洲

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当晚通过社交媒体表
示，欧盟领导人当天在峰会上就多年财政
框架和恢复基金达成协议，使复苏计划得
以开始落实，欧盟经济有望重振。欧盟委
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复苏计划将为欧
盟经济复苏提供动力，并推动建立一个更
具韧性、更绿色、更数字化的欧盟。

最终的复苏计划文本显示，自2021年
1月1日起，欧盟将同步推进两大块预算内
容，一是规模为 1.074 万亿欧元的 2021 年
至2027年长期预算；二是额度为7500亿欧
元的经济复苏基金，这其中包含了3900亿
欧元无偿赠款和 3600 亿欧元低息贷款。
考虑到即使在此前欧债危机爆发前后，欧
盟也未能就成员国之间的转移支付或债务
分摊达成实质性协议，此次复苏计划事关
欧盟未来7年发展规划，不仅有望在经济
层面缓解欧盟内部的“燃眉之急”，而且是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件政治意义重大的里

程碑事件。
在欧盟冬季峰会达成最终决议之际，欧

洲央行亦“不失时机”地宣布，将维持三大
关键利率不变，同时将紧急抗疫购债计划
（PEPP）规模扩大5000亿欧元，将该项目的
资产购买总规模推高至1.85万亿欧元。欧洲
央行还宣布，将再度延长该购债计划规模，
直至2022年3月份。欧洲央行会后发布的政
策声明显示，在上述购债框架内，欧洲央行
将维持净购买态势，直到管理委员会认定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结束”。这似乎也是在向
市场暗示，不排除未来欧洲央行继续扩大购
债规模。

此外，不出业界所料，欧洲央行还宣布将
延长 12 个月第三轮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TLTRO III），直至2022年6月份。欧洲央
行行长拉加德对此解释称，针对当前欧洲境
内疫情发展的实际状况，不少地区再度实行
了停业隔离政策。在此情况下，服务业首先
受到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依然谨慎。尽
管各成员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支

持企业和家庭，但欧洲央行依然对欧元区
就业和资金流动性感到担忧。拉加德预
测，如果疫苗和防疫政策足够有效，欧元区
经济复苏态势可能会到 2022 年初才能显
现出稳定性。

针对此轮欧盟及欧洲央行轮番推出
“现象级”刺激纾困措施，有欧洲业界观察
人士分析认为，欧盟机构上述举措基本符
合市场预期，疫情防控和经济纾困同时考
验着欧盟的内部向心力。在应对疫情冲击
期间，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有其必要性，但
欧盟机构未来或许需要把握好相关政策的

“精准调控”，根据欧洲疫情和经济表现走
势及时施策。一旦当前的非常规政策显露
出长期化和常态化趋势，不仅将对原本脆
弱的欧洲经济产生“副作用”，也会对全球
市场信心乃至经济带来伤害。

欧盟施展“组合拳”推动经济复苏
□ 陈 博

本报阿布扎比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12月13日，中国品牌红
旗H9正式亮相迪拜红旗展厅，面向阿联酋用户开启预售。此次

“红旗H9阿联酋品鉴会”展示了H9车型的外观设计以及出众性
能，让现场嘉宾直观感受到红旗高端轿车的产品魅力。

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李旭航作为特邀嘉宾，通过视频连线方式
祝贺红旗H9登陆迪拜，对红旗品牌及其产品寄予厚望，表示对红
旗未来在迪拜的发展充满信心。红旗自2018年发布全新战略后，
对品牌和技术实行全新改革升级，凭借优秀的设计与品质迅速受
到各阶层消费者的喜爱。

此次将红旗旗舰轿车产品H9车型引入迪拜市场，旨在让更
多海外用户了解红旗品牌。目前，红旗已在中东、东南亚、欧洲等
地区陆续建立起销售网络，中东是红旗海外的重点战略市场，迪拜
更是重要的展示窗口。

红旗高端轿车H9亮相迪拜

图为红旗高端轿车H9亮相迪拜红旗展厅。 王俊鹏供图

尼泊尔重新开放国际航班

本报讯 记者施普皓报道：日前，尼泊尔政府宣布恢复所有旅
游签证，外国游客现可乘国际航班飞抵该国。

当日，尼泊尔移民局发布通告，宣布旅游签证已全面恢复，外
国游客持旅游签证可乘坐飞机赴尼旅游，但除5岁以下儿童外，所
有外国游客飞抵首都加德满都后，必须出示过去72小时内完成的
新冠病毒检测阴性报告。尼泊尔文化、旅游和民航部发言人卡迈
勒还指出，所有游客抵尼后必须在宾馆隔离7天。通告同时表示，
尼泊尔的陆地边界仍将继续关闭，仅限持有尼政府特别许可的人
通行。

自今年3月份起，尼泊尔政府宣布停止国际航班，此后虽陆续
恢复包机和定期客运航班，但外国游客赴尼旅游依旧受限。时隔
9个月后，尼政府重新向外国游客全面开放国际航班，有望为疫情
阴影下的国内旅游业带来复苏生机。

图为欧盟冬季峰会会场图为欧盟冬季峰会会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