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歐關係前途繫於歐盟
周八駿

自德國總理朔爾茨2022年11月4
日訪問中國以來，短短一個月，中
國與歐盟及其重要成員國展開頻密
的面對面領袖外交。這在一定程度
上同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緩和有
關，但更重要的是，反映歐盟主動
改善對華關係。

中國政府對歐盟的態度是一貫
的。11月4日在與朔爾茨會晤時，
習近平主席重申── 「中方始終視
歐洲為全面戰略夥伴，支持歐盟戰
略自主，希望歐洲穩定繁榮，堅持

中歐關係不針對、不依附，也不受制於第三方。形勢
越是複雜困難，中歐就越要堅持相互尊重、互利共
贏、對話合作。中方願同德方、歐方加強在國際事務
中的協調合作，圍繞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生物多樣
性、促進糧食安全等全球性問題共同尋找解決方
案。」 同樣的觀點，習近平11月中旬在二十國集團領
導人印尼峇里島峰會和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泰國曼谷
非正式會議期間與法國、意大利等歐盟其他成員國領
袖會晤時，都予以強調。

中國對歐盟的態度是一貫而明確的，也有能力展
現。問題在於歐盟如何處理下列三方面關係。

一是歐盟對中國的立場是基於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變局本質的正確判斷抑或基於歐盟經濟利益？

11 月 21 日，德國總理朔爾茨出席德媒《南德意志

報》主辦的經濟論壇，談他訪問中國、出席二十國領
導人峰會和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以及訪問
越南、新加坡的體會。朔爾茨明確表示， 「世界正在
日益多極化並發生根本性的結構重組」 ，歐洲和北美
國家能夠享受 「穩定的增長、低通脹和高就業率」 的
美好時光已一去不復返。

歐盟對華關係利益至上
朔爾茨這番話，是關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本質

是全球重心由西方(歐美)向東方(亞洲)轉移的認識。然
而，這樣的認識對於朔爾茨來說是新的，就歐盟而言
更是遠未達至共識。無論德國、法國還是歐洲委員
會，更多是為經濟利益而改善對華關係。

二是歐盟能否在中美之間建立相對獨立的定位抑或
以改善對華關係作為向美國謀取利益的籌碼？

無論德法還是歐盟，都對美國 2022 年 8 月出台的
《通脹削減法案》很不滿。該法案提供高額補貼吸引
全球企業流向美國。尤其，美國政府在為本土電動車
產業提供高額補貼的同時，將進口電動汽車排除在補
貼名單外，企圖大幅提高美國對新能源和電動汽車產
業的吸引力。10月美國又推出一系列新規，禁止將使
用美國設備製造的某些晶片銷售給中國。荷蘭的光刻
機巨頭阿斯麥（ASML）公司是歐洲少數幾家能主導
半導體製造設備市場的公司之一。荷蘭外貿與發展合
作大臣施賴納馬赫爾11月19日稱，美國不應指望荷
蘭毫無疑問地採取其對中國出口限制的做法， 「荷蘭

不會一比一照搬美國（對華出口）的措施」 。
法國總統馬克龍11 月底、12 月初訪美。路透社11

月 25 日引述匿名法國外交官稱馬克龍會對拜登總統
說， 「你不能既要求我們在中國問題上幫你，又對我
們實施通脹法案」 。若真如此，法國則是以中國做籌
碼與美國談判。

歐盟對中態度搖擺不定
三是歐盟如何協調其稱中國為 「系統性對手」 與經

濟合作夥伴之間矛盾？
2019 年 3 月 12 日歐洲委員會發表關於對華關係報

告，首次稱中國為 「系統性對手」 ，標誌歐盟放棄
之前與中方共同達成的關於中歐是全面戰略夥伴的定
位。從此，歐盟對華態度轉差，在新疆、台灣、香港
等問題上追隨美國干預中國內政。

2022年11月22日，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博雷利在參加歐洲議會對華關係辯論時稱 「我們和中
國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對民主和人權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追求不同的治理模式，對多邊主義有不同的願
景，這並不是一個秘密。但這些差異不應該、也不會
阻止我們相互接觸。」 「與中方的溝通渠道必須保持
暢通。就連美國都沒說要與中國經濟脫，我們也不
會。」 這番話，表露歐盟企圖在對華關係上把握政
治、意識形態與經貿之間的平衡。但是，仍同中方所
秉承的視歐盟為全面戰略夥伴，不在一個頻道上。

由於上述三方面問題，中歐關係的未來仍不明朗。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過：
「控制了石油就控制所有國家，

控制了貨幣就控制整個世界。」
可以說，美國之所以膽敢周圍橫
行 霸 道 ， 石 油 美 元 （petrodol-
lars）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美元霸權絕非不可撼動
上世紀70年代，隨美國取消

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元與
黃金的固定兌換比率，為保持美
元的全球主導地位，美國政府說

服了中東產油國以美元計價進行石油交易。成為 「工
業黃金」 石油的主要交易貨幣，成功穩定住了美元的
需求量及價值，石油美元亦應運而生，從而讓其貨幣
「霸主」 地位得以一直延續至今。
2000年，伊拉克央行宣布以歐元替代美元作為外貿

結算貨幣，並引起許多OPEC產油國響應，觸及了美
國的核心利益。美國的國際關係學者布里辛斯基曾預
測： 「如果所有OPEC國家的石油交易均採用歐元結
算，美國霸權地位將一去不復返。外國人持有的美國
企業債券的 46%、股票的 11%、總資產的 23%都將抽
逃，美元將貶值30%以上。」

因此，在 2003 年，英美聯軍繞開聯合國入侵伊拉
克，終結了薩達姆政權。

國際形勢今非昔比
雖然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在經歷過上世紀日圓、歐

元的先後挑戰之後，仍然保持其首屈一指的霸權地
位，尤其在金融領域幾乎無法撼動。但美元作為貿易
結算貨幣的地位，卻正面臨人民幣的挑戰。

美國進入頁岩油時代以來，為加強自身能源安全及
達到低碳減排的戰略目標，不斷減少進口石油並增加
國內的油氣產量，從能源進口大國轉為能源出口國，

在產油國眼中已從買家變成競爭對手，對中東地區的
影響力逐步減弱，相對而言 「石油美元」 的地位亦不
如以往堅固。作為 「世界工廠」 的中國，逐漸成為中
東地區不少國家能源出口的最大買家。

去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兼外長王
毅訪問中東期間，與伊朗簽署了為期25年的《中伊全面
合作計劃協議》，以人民幣向伊朗購入穩定的石油供
應；而根據外媒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出席沙特阿
拉伯主辦的 「中國─阿拉伯峰會」 ，擬討論將人民幣計
價的期貨合約納入沙特阿美（Saudi Aramco）的定價模
式，並將部分石油交易改以人民幣計價。而一旦最大石
油出口國沙特阿拉伯與中國的協議達成，將會推動其他
國家效仿，並帶動其他大宗商品的結算貨幣結構變更。

人民幣追趕仍需時間
石油人民幣橫空出世，無疑是對石油美元的一個挑

戰，但在務實分析之後，應該清醒認識到，要終結美

元霸權，還需要漫長的過程，不能盲目樂觀。根據環
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公布的10月全球支付
貨幣排名中，人民幣保持全球第五大最活躍貨幣的位
置，佔比 2.13%，若要追趕美元 42.1%的佔比仍需時
間；而在儲備貨幣功能方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發布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數
據顯示，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存底佔比2.88%，維持有
紀錄以來的最高水平，排名第五，但與首位的美元佔
比59.53%仍有一段距離。

可以預見，今後在國際金融和貿易體系中，人民幣將
會被更廣泛使用，境外流通規模日趨擴大，雖然一時無
法撼動美元霸權的地位，但隨日本經濟不景、日圓貶
值以及英國脫歐、通脹危機，人民幣有望在數年內超越
日圓及英鎊在國際結算及外匯儲備中的排名。

石油人民幣可挑戰美元霸權嗎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李秀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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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國家現行憲法公布實施 40 周
年，亦是香港連續第六年舉辦國家憲法
日活動。在 「憲法與新時代新征程」 的
座談會上，行政長官李家超及中聯辦主
任駱惠寧在致辭時分別強調，社會各界

必須深入了解憲法的精神，準確認識憲法與 「一國兩
制」 的關係，以及自覺維護和遵行憲法的重要性。

國家憲法日的設立，提醒我們必須對憲法有清晰認
知，就是認知憲法既是國家根本大法，中國共產黨領
導中國也是我們國家憲法裏訂明的憲政制度。國家憲
法更是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及制定基本法的法律根
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香港特別
行政區才得以成立，基本法才有法律效力，故只有具
備此一清晰且基本的認知，我們才能明白到堅定維護
憲法的同時，亦在維護香港特區和基本法，以及維
護憲法和基本法所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並能夠以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作為最高原則，以構建
香港的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作為最大理想，以確保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作為最終目標。
在維護好憲法權威，有效推動遵行憲法方面，由政務

司司長領導的 「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 已改名為 「憲
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 ，不僅凸顯特區政府對推
廣憲法工作的重視和決心，更設定聚焦主題，專門圍繞
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學習及認識，包括有憲法
才有基本法、有 「一國」 才有 「兩制」 、特區的高度自
治權源於中央授權，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責。

我們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並會積極參與及響應各項
憲法和基本法的學習及推廣，共同將憲法的知識及精
神，廣泛宣揚予社會各界，深入民心，讓市民認識及
明白到憲法的重要性後，自覺維護憲法權威，自覺尊
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共同肩負維護國家安全的
義務，共同確保 「一國兩制」 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始終沿正確的軌道前進。

將憲法精神
植根民心
民建聯副主席 周浩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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