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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算 博 弈 考 验 欧 盟 团 结
继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后，当地时间

11 月 27 日，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

了 2025 年欧盟预算案，意味着预算谈判

收官。

2025 年 欧 盟 预 算 的 总 承 诺 拨 款 为

1994 亿欧元，其中农业政策和凝聚力政策

继续构成主要支出项目，分别约占 540 亿

欧元和 490 亿欧元。此外，研究与创新领

域获得 135 亿欧元支持，国际合作项目分

配资金达 160 亿欧元。在应对移民与边境

管理方面，预算安排了 48 亿欧元支出。

欧盟年度预算受到多年度财政框架

（MFF）约 束 。 这 一 框 架 覆 盖 2021 年 至

2027 年，是欧盟财政方案实施的基础，明

确 了 欧 盟 在 各 优 先 领 域 的 投 资 额 度 。

2025 年预算案对 MFF 进行了中期修订，

强化了欧盟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通过增

加对欧盟团结基金和紧急援助储备金的

资助，提升了资源保障。此外，预算继续

支持土耳其及周边地区、南部邻国（包括

外部移民事务）以及西巴尔干地区的叙利

亚难民援助项目。

欧 盟 机 构 对 2025 年 预 算 案 总 体 满

意。欧盟预算专员约翰内斯·哈恩表示：

“我们继续兑现政治承诺，为欧盟当前和未

来的挑战提供所需的财政手段。此次协议

在应对欧洲紧迫融资需求和确保成功计划

的连续性之间实现了良好平衡。”

欧洲议会副主席、2025 年欧盟预算首

席谈判代表维克托·内格雷斯库将 2025 年

欧盟预算视为关键的投资工具。他指出，

这份预算不仅将推动欧盟经济增长、提升

竞争力、改善公民福祉，还将致力于增强

欧洲的集体安全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欧

洲经济全面恢复。

不过，欧盟成员国对此项预算案有不

少的争论，荷兰、奥地利、瑞典、芬兰和丹

麦等国即公开表示诸多不满，认为欧盟的

预算政策执行方式“不负责任”。例如，该

预算为政策领域分配了额外预算，而这些

预 算 原 本 用 于 不 可 预 见 支 出 的 资 金 支

付。另外，欧盟也没有对高额利息采取任

何措施。各国央行为抑制通胀而提高利

率，导致欧盟与后疫情复苏计划相关的借

贷成本大幅上升，这给欧盟预算带来压

力。欧委会表明，2025 年偿贷成本是最初

预测金额的两倍之多。

不仅如此，代表成员国观点的欧盟

理事会此前关于净削减 15 亿欧元支出的

提议也遭拒绝。事实上，2025 年预算支

出规模非但未能削减，还比当前年度预

算增加了 100 亿欧元。

有分析认为，此次欧盟预算案博弈

背后，反映出日益困扰欧盟的多重矛盾。

首先，财政纪律陷入两难。疫情和

能源补贴导致欧盟公共债务攀升，欧盟

各国为此正努力削减支出，使得国家资

产负债表上几乎没有财政空间用于投资

绿色经济、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国防等各

个领域。尽管疫后复苏基金的 7240 亿欧

元贷款提供了暂时支持，但该基金将在

2026 年到期。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同样明确

排除了通过共同债务融资的可能性。她

表示，除非各国增加投入，否则应允许欧

盟开征新税。然而，这种赋予布鲁塞尔

更多征税权的提议在许多成员国中被视

为禁忌，也难以获得广泛支持。

其次，欧盟“奢俭”“贫富”之争依旧激

烈。自欧债危机以来，富裕的北欧国家始终

认为南欧盟友将资金挥霍在“不急需要做的

事情上”，并对援助附加苛刻条件。

为了缓和成员国间在欧盟资金分配方

面的矛盾，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在此前

发布的《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报告中试图加

以调和，表示较贫穷国家有权要求获得更

多资金，而较富裕国家关于前者进一步改

革经济体制、融入单一市场的呼吁也应得

到重视。

欧盟公共利益如何再定义也引发了广

泛讨论。关于欧洲是否存在公共利益？如

果做预算支出，欧洲人的生活会更好吗？

许多欧洲人开始提出疑问。

争议的根本在于如何界定“欧洲公共

产品”这一概念。例如，共享基础设施、资

源及供应是否应由全体成员共同出资？

关 于 这 一 问 题 ，成 员 国 间 存 在 根 本 分

歧。希腊与德国、荷兰等国家在共同利

益和预算分配上的优先级和实际需求存

在 明 显 不 同 ，进 一 步 加 剧 了 谈 判 的 复

杂性。

有观点认为，在预算问题上，欧盟机

构间、成员国间、欧盟机构与成员国之间

的博弈与争吵或将持续，下一个多年度财

政框架谈判注定更加艰难。根据德拉吉

的估算，与当前 7 年预算仅占欧盟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 1%相比，下一 MFF 期间，

这一需求可能高达 4.7%。最终，种种分歧

不仅会反映出欧盟内部经济实力和政策

偏好的差异，更将考验成员国在面对难关

时的团结和决心。

亚太携手当好经济全球化火车头

本报记者

孙昌岳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

增长乏力，世界开放指数不断下滑，亚太合作

面临地缘政治、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上升等

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全球治理室主任任琳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面对“世界怎么了，亚太怎么

办”，习近平主席在秘鲁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

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直面问题

挑战、把脉时代课题、提出中国方案，为推动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开创亚太发展新时代

指明了前行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重塑开放包容的世界市场秩序，引领经

济全球化重回健康轨道。任琳表示，过去 30

年，亚太经济的强劲增长得益于坚持多边主

义精神和秉持开放区域主义姿态，成为一种

国家间“正和博弈”的典范。然而，当前一些

国家抱持“负和思维”，诉诸单边主义行径，构

建排他性“小圈子”，阻滞全球供应链产业链

的畅通渠道，对亚太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发展

带来深刻影响。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回潮、世

界经济不景气的局面，中国提出坚持创新驱

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坚持与时俱进，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人为本，

推动解决发展失衡问题，针对经济全球化进

程中出现的突出矛盾把脉开方，展现了负责

任的大国担当，有力提振了亚太继续当好经

济全球化火车头的信心。

坚持区域内外创新联动，用新质生产力塑

造经济发展新空间。任琳表示，上一轮科技革

命红利已步入尾端，而当前的技术进步仍未发

挥增长新动力的预期功效。如若可以探索出

创新驱动的新思路，并实现区域内外的良性互

动，亚太地区经济将展现出更大活力。

任琳表示，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的经济

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一方面，中国持续加快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培育健全数据

要素市场，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

合；另一方面，中国不断完善数据开发利用的

制度环境，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内外的国际高标准经

贸规则。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中国不仅注重自身高质

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愿与区域内外国家和地区分享中

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并与各方携手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

同推动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繁荣发展。

当前，全球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愈加严峻，国际社会面临的治理需

求日益增加，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却迟滞不前，合法性与有效性难题悬而

未决。任琳表示，亚太地区有大量的“全球南方”国家，它们对发展赤字

和治理赤字感受深切，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具有强烈意愿。

任琳表示，此次会议上，中国立足自身发展经验，强调构建开放融通

的亚太合作格局，培育绿色创新的亚太增长动能，树牢普惠包容的亚太发

展理念，为塑造亚太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出了中国方案。从秘鲁利马再

出发，中国将携手各方进一步推进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为亚太

和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同时兼顾“南方诉求”，参与引领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包容性的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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