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欧”公投增加英国经济“阴影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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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仲裁案是贻害东盟的“毒药”

在 “脱欧 ” 公投疑云笼罩
下， 今年上半年英国经济增速逐
渐放缓。临近年中，“脱欧”靴子落
地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 借贷
成本上升、财政减赤阻力大增、投
资信心动摇， 各方因此对英国经
济前景担忧加剧。 预计下半年英
国经济将面临更大下行压力。

英国首相卡梅伦今年２月宣
布将在６月举行 “脱欧” 公投后，
市场一直被不确定性所笼罩，经
济增长也受此拖累。 英国国家统
计局 ７月 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
今年一季度英国经济环比增长
０．４％， 增速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
０．６％。

一季度， 除服务业环比增长
０．６％外， 农业、 工业、 建筑业分
别环比下滑０．１％、 ０．４％、 ０．９％。

当季英国贸易逆差增至１３３亿英
镑， 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１２２亿
英镑， 创２００８年以来最高水平 。
同时， 投资也出现放缓迹象。

经过数月胶着， 在 “脱欧 ”
公投前民调和博彩市场均显示，
英国 “留欧” 可能性大， 市场看
好英国不会 “脱欧”， 对 “不确
定性” 的担忧降低， 股市、 汇市
一路上行。

然而， ６月２４日公投结果意
外指向 “脱欧”， 给金融市场造
成沉重打击。 当天英镑币值单日
跌幅超过１０％， 创１９８５年以来新
低； 伦敦股市开盘重挫８．７％， 其
中银行股和地产股跌幅一度达
３０％。 “不确定性” 重新笼罩并
愈发沉重。

这些 “不确定性” 是指英国

“脱欧”过程中及“脱欧”之后所面
临的各种未知因素， 尤其是 “脱
欧” 之后将与各方建立何种经济
关系。虽然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６
月２６日对公投结果发表讲话时表
示，英国真正启动“脱欧”程序最
早也要在今年秋天英国新首相上
任之后， 因此在此之前英国仍有
时间与欧盟进行谈判。

这一点或许能给英国“脱欧”
冲击带来些许缓冲， 但目前从英
国央行和财政部的举动来看，英
国经济前景并不乐观。 英国央行
行长卡尼６月３０日表示， 为应对
“脱欧”公投影响，英国央行可能
采取进一步货币宽松措施。

奥斯本７月１日宣布放弃２０２０
年实现财政盈余的目标。 这一目
标是卡梅伦政府一直致力于实现

的， 同时也是推行财政紧缩政策
的主要驱动力。奥斯本表示，鉴于
公投影响，政府必须面对现实。

“脱欧” 公投的结果也引发
了外界对英国经济的普遍担忧。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日前纷纷将英
国主权信用评级前景展望降为
“负面”， 其中标准普尔与惠誉还
下调了英国主权信用评级。

标普６月 ２７日发表声明说 ：
“这一 （公投） 结果有重大影响，
将削弱英国政策框架的可预见
性 、 稳定性和有效性…… ‘脱
欧’ 结果将导致英国经济表现恶
化， 包括其庞大的金融服务业，
而这一行业是英国就业的一大来
源。” 惠誉还将英国明年经济增
长预期从２％大幅下调至０．９％。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利 雅 得 消 息 ：
沙特阿拉伯４日发生多起自杀
式爆炸袭击。

据沙特媒体报道， 沙特著
名圣城麦地那的一个治安中心
４日傍晚遭遇自杀式 爆 炸 袭
击 ， 造成３人死亡 ， 包括 ２名
安全人员和袭击者本人。 报道
说， 袭击发生时安全人员正在
吃晚饭。

此前不久， 沙特东部城市
盖提夫也遭遇自杀式袭击。 当
地媒体报道说， 袭击发生在盖
提夫一座清真寺附近的停车
场， 停车场里的一辆汽车被摧
毁 ， 爆炸现场发现有人体残
骸。 目前伤亡情况尚不清楚。

４日清晨 ， 美国驻沙特第
二大城市吉达的总领事馆险遭
袭击。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试
图闯入总领馆时被沙特安全人
员拦截， 袭击者随后引爆身上
的爆炸物并当即死亡， 另有两
名安全人员被炸伤。

沙特发生多起
自杀式爆炸袭击

新华社电 如今人们想方
设法延缓衰老。 美国密歇根大
学最新研究发现， 一种蛋白质
能促进细胞的自体吞噬活性，
从而抵御由自由基造成的衰老
和疾病， 为人们延保青春注入
希望。

研究发现， 自由基在人体
内产生一种叫氧化应激的负面
作用， 被认为是导致衰老和疾
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多年来科
学家一直在寻找对抗这种自由
基影响的方法。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发现 ，
溶酶体是细胞再循环系统的核
心， 在修复受损和正走向凋亡
的细胞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当
溶酶体“感知”到过多的自由基
时， 会激活其表面膜上的钙通
道，这也会激发多种基因表达，
并产生更多更强大的溶酶体，
清除细胞内衰老的细胞器。

名为ＭＣＯＬＮ１的蛋白质
钙通道就是溶酶体的自由基感
应器， 可以产生强大的保护机
制抵御自由基的影响。 奇妙的
是， 这种蛋白质正是由于自由
基过多而被激活的， 而早前研
究显示， 这种蛋白质的基因突
变会导致一种罕见的神经退化
性疾病。

新华社电 媒体观察机构
“新闻标志运动” ４日发布报告
说， ２０１６年上半年有至少７４名
记者在全球２２个国家遇害， 平
均每周约３人。

报告表明 ， 过去三年里 ，
全球范围内记者遇害人数呈现
上升趋势， 而持续不断的暴力
冲突是其中最大的原因。

报告显示， 记者遇害人数
最多的前５个国家依次是阿富
汗、 叙利亚、 墨西哥、 伊拉克
和也门。

“新闻标志运动” 警告说，
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以及塔
利班出现了有意杀害记者的迹
象。 ２０１６年上半年， 这两个组
织在土耳其 、 叙利亚 、 伊拉
克、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杀
害了数十名记者。

美国科学家发现
能延缓衰老的蛋白质

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政
府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 用一
种不守信约、 违反法治、 侵犯权
利 、 谎话连篇 、 不负责任的方
式， 不仅严重损害了中菲关系、
伤害了中菲人民之间的感情、 破
坏了国际法治和地区秩序， 还把
域外势力引入本地区， 使原本有
平台、 有机制、 有程序、 有规则
的南海问题解决思路变得复杂
化、 国际化、 无序化和矛盾化。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和域外势
力介入地区事务的直接结果， 不
仅损害中国的利益， 更拖累东盟
陷入前所未有的被动境地。

危害之一， 菲律宾南海
仲裁案伤及东盟在一体化进
程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过去几年， 东盟一体化进程
进展顺利， 以政治安全、 经济及
社会文化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
体去年底正式成立， 东盟也确立
了在未来十年沿着合作与发展主
轴迈进的思路， 使东盟国家间培
育出非常有利于共同发展的和谐
主基调。

但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出
现， 特别是美国等域外势力在东
盟内部拉集团、 搞分化， 使东盟
内部分歧突出 、 互信受损 。 近
期， 东盟几次不同层级的碰头会
都因仲裁案问题争议纷纷、 不欢
而散。 就连一些非官方的专家学
者会， 东盟内也难有一致、 互驳
频频。 原因是， 东盟不同国家对
南海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存在较大

差异， 不同国家对于东盟某一成
员提起仲裁的方式看法不一， 不
同国家对于域外势力介入并左右
东盟成员的行径看法不一。

危害之二， 菲律宾南海
仲裁案伤及东盟既有的规则
和程序。

从１９６７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
盟， 到２０１５年推动东盟共同体 ，
政体、 社会、 宗教、 文化差异极
大的东盟成员国本着平等与合作
的精神一路走过半个多世纪， 在
各种碰撞、 激辩以及包容、 吸收
中建立起自己的规则与程序， 形
成强调平等和协商一致的 “东盟
方式”。 建立在规则、 程序和共
识基础上的成果， 为东盟所接受
和推广 。 在南海问题解决方式
上， “双轨思路” 就是由东盟国
家提出、 受到中方赞成并倡导的
一种规则与程序的成果， 它既是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 《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 中达成的重要共识和作
出的庄严承诺， 也是当前妥善处
理南海问题最现实有效的途径。

但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出
现， 单方面撕毁了 《宣言》， 否
定了 “双轨思路”， 损害了 “东
盟方式”， 这不仅是对东盟集体
承诺的违背， 更是对东盟协商成
果的抹杀 。 不仅如此 ， 近两年
来， 个别国家与域外势力一道炒
作南海问题 ， 使本该以政治安
全、 经贸合作与文化交融为主题
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和外
长会等重要场合成为南海问题的

激辩所， 东盟的议程任务和阶段
目标正在被搅乱。

危害之三 ， 菲律宾 南
海仲裁案伤及东盟的区域
安全。

早在２００４年１１月， 第１０届东
盟首脑会议就通过了 《东盟安全
共同体行动纲领》。 此后， 在历
次涉及的安全议题上， 东盟各国
领导人确立了以共同打击恐怖主
义、 打击海盗、 维护马六甲海峡
安全等议题为核心的东南亚地区
安全机制。 过去十年， 这一地区
安全机制在处理东盟国家之间的
边界争端、 海上摩擦等问题上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出
现， 打破了原有的安全格局。 一
些域外势力频繁游弋于南海附近
区域， 在给个别东盟国家带来所
谓 “安全感” 的同时， 更多的是
增添了其他一些东盟国家的 “不
安感”。 特别是美国向南海派出
航母巡航， 日本向菲律宾等国提
供巡逻船只， 更加引起其他东盟
国家关于 “军备竞赛” 的遐想。
域外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将南海搅
浑， 而域内国家最终要承担一切
后果与损失。 不用回首很远的历
史， 今天的阿富汗、 伊拉克、 利
比亚， 无一例外地落入某些域外
大国千篇一律的干预陷阱： 借口
介入、 激化局势、 制造危机、 从
中牟利， 最终抽身泥潭， 留下一
个贻害地区的烂摊子。

基于 “双轨思路”， 东盟国

家是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
参与者。 长期以来， 东盟国家都
主张通过和平协商、 促进合作的
原则指导南海问题的解决。 即便
是在今年年初美国以高规格、 破
天荒的姿态邀请东盟国家领导人
赴美召开特别峰会的场合， 东盟
国家也在美国－东盟联合声明中
坚定地作出了让美国不很开心、
不很如愿的表述： “坚持和平解
决争端的立场， 反对诉诸威胁和
武力， 坚持维护地区和平、 安全
与稳定。”

大多数东盟国家深悉， 菲律
宾南海仲裁案已经并仍在给东盟
制造不安与不稳。 大多数东盟国
家也深悉， 域外势力的介入动机
不良、 包藏祸心。

马来西亚海事研究院总监陈
勇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 域外势力大张旗鼓在南海搞
“自由航行 ” 的意图不会奏效 ，
却会激化局势。 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 高 级
研究学者胡逸山则一语道破 ：
协 商 谈 判 才 是 解 决 南 海 问 题
的最优方式。

东盟曾经通过内部谈判， 解
决了许多成员国之间的划界问
题 ， 这证明 ， 对话协商才是正
道； 东盟内部仍有不少主权纠纷
悬而未决，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东
盟的整体发展与合作 ， 这说明，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智慧并不
过时。 单方面的强制仲裁非但不
是解决争端的 “灵丹 ”， 而且 ，
一旦被人利用， 只会成为贻害地
区的 “毒药”。 据新华社

2016年上半年
全球74名记者殉职

7月4日， 人们在美国首都
华盛顿宪法大道上参加游行。
当日， 华盛顿举行各种活动，
庆祝美国独立日。 新华社发

独立日
大游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