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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正式通过外资审查法案

当地时间 2 月 14 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对外国

投资进行安全审查的法案，藉以保护欧盟国家在关键

的科技和基础建设领域的利益，该法案被认为是欧盟

第一个防止外资威胁国家安全的规定。根据欧盟对外

国投资进行安全审查的法案，今后欧盟将对在关键产

业的外国投资进行调查，并就这些投资是否会损害欧

洲利益提出意见。议案提出的审查机制将扩大“关键

领域”的定义，包括航空航天、医疗、媒体、电池及

食品供应等。机制不会要求对单一国家进行审查，而

设有机制的国家须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年度报告。新法

将于明年 10 月生效，欧盟国家可自行决定是否批准

外国投资。欧洲议会议员弗兰克·普鲁斯特（Franck

Proust）强调，法案并不是禁止外国投资，而是对那

些涉及到安全和不合理的投资进行审查。（欧联通讯

社/2 月 15 日）

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柬埔寨新项目签约

2 月 14 日，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柬埔寨新一批项

目签约仪式在柬埔寨外交部举行，中国驻柬埔寨大使

王文天和柬埔寨副首相、国务兼外交国际合作部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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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索昆代表双方签字。据了解，此次签约的 19 个

柬埔寨项目共获得 766 万美元资金，涵盖教育、旅游、

扶贫、环保等多个领域。布拉索昆在致辞中对中国的

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柬埔寨迄今为止已经收获

35 个项目，涵盖农业、旅游、电信、教育、文化交

流等多个领域。新项目签约证明了澜湄合作不断发展

的势头。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柬埔寨首批 16 个项目于

2017 年 12 月签署，共获得 730 万美元资金。澜湄合

作是澜沧江—湄公河沿岸中国、柬埔寨、泰国、老挝、

缅甸、越南六国共同创建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中

方 2016 年在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提出设立澜

湄合作专项基金，在 5 年内提供 3 亿美元支持澜湄六

国提出的中小型合作项目。（新华社/2 月 15 日）

韩老签署 MOU 进行港口开发合作

韩国海洋水产部 13 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与老挝公

共交通部签署了“韩—老港口开发合作谅解备忘录”。

老挝为典型的内陆国家，紧邻中、泰、越、柬、缅五

国。近年来，老挝一直致力于内陆港口的开发以及湄

公河的内陆水资源利用，构建内陆国家物流输送体

系。韩国自去年 10 月份开始，与老挝展开内陆国家

物流输送体系基本规划的制定以及内陆港口开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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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研究的相关合作。据报道，两国此次签署的 MOU

中将强化两国在港口开发、专家人才交流以及相关领

域的进一步深入合作。此次 MOU 的签署将为韩老两国

间的友好交往与合作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韩联社

/2 月 15 日）

英与第三国贸易协定替代方案谈判推进缓慢

英国“无协议”脱欧可能性正在逐步增大。外媒

分析认为，若英国与欧盟在 3 月 29 日之前达成脱欧

协议，则可获得到 2020 年末的过渡期。过渡期间，

英国可同目前与欧盟签署 FTA 协定的 69 个国家商讨

贸易协定替代方案。而若英国“无协议”脱欧，则与

该 69 个国家的贸易往来将进入“空白期”。有鉴于

此，英国试图在 3 月 29 日之前与上述 69 个国家签署

维持现状的贸易协定替代方案，但收效甚微。目前为

止，英国仅与瑞士、智利等 7 个国家签署了替代协议，

贸易规模为 160 亿英镑，仅占 69 国贸易规模（1170

亿英镑）的 14%。英国与日本、韩国、加拿大、土耳

其等主要贸易国家的谈判尚未完成，一旦“无条件”

脱欧既成事实则未来双方进出口企业将背负高关税

的承重负担，影响双边经贸往来。（韩联社/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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