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
,

决定建立正式关系
,

我国遂向共同体派驻外交

使团
。

一九七八年四月
,

我国政府同欧洲经济共同

体签订 了一项为期五年的贸易协定
。

九月
,

欧洲议

会通过决议
,

表示支持共同体同我国签 汀的这一贸

易协定
。

共同体九国外长会议还达成协议
�

在贸易

方面
,

放宽从我国进 口产品的限制
。

情况表明
,

我

国和共同体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

西欧国家是第二世界国家
。

我国和西欧各国的

社会制度不同
,

但是在各自维护独立和主权方面应

该互相支持
。

我们支持它们联合 自强
,

反对霸权主

义
�

我们愿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它们合作
,

并

希望它们在真正平等互利基础上同第三世界各国发

展关系
。

应当指出
,

一个联合的
、

强大的欧洲
,

这是苏

联社会帝国主义绝不愿意看到的
。

所 以
,

苏联至今

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拒不正式承认
,

并且千方百计要

把它搞垮
。

其所以如 此
,

就是 因为一个强大的西欧

的出现
,

对于苏联称霸欧洲和世界是一大障碍
。

这

也从反面证明
�

西欧各国加强 自身之间
、

同第三世

界之间的联合
,

是非常必要的
。

不能不看到
,

目前世界上
,

包括西欧在内
,

还

存在一股绥靖主义势力
,

他们为苏联搞假缓和
、

真

威胁
,

搞瓦解西欧
、

独霸欧洲的战略图谋开了方便

之门
。

也不能不看到
,

在西欧联合的道路上
,

还有

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障碍
�
而在第二世界国家同第

三世界国家之间尚有种种的矛盾和斗争
。

但是
,

反

对霸权主义
,

特别是反对野心勃勃的苏联社会帝国

主义
,

是西欧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当前首要任务
。

只要超级大国对欧洲的控制和争夺继续存在
,

只要

苏联对西欧的侵略威胁续续存在
,

那么
,

西欧要联

合
、

共同体要发展
、

西欧国家和人民同第三世界要

联合反精的历史潮流
,

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

餐
洛美协定是

欧洲经济共同体

和非洲
、

加勒比
、

太平洋地 区四十

六个国家之间的

经济贸易协定
。

这个协定是一九

七五年二 月二 十八 日在多哥首都

洛美签订的
,

于一九七六年四月

一 日起生效
。

此后又有十一个新

独立的国家正式加入洛美协定
。

洛美协定中规定
,

在贸易方

面
,

非
、

加
、

太地区四十六国出口

的工业产品和绝大部分农产品可

以免税进入共同体
,

也不限数量 ,

共同体商品进入四十六国则享受

最惠国待遇
,

不免税
。

协定中还规

定一种出口收入的补偿制度
,

即

四十六国在输往共同体的一些主

要产品跌价时遭受的损失
,

由共

同体补偿
。

协定中并规定
,

五年内

共同体向非加太地区国家提供四

十六亿五千万美元的财政援助
。

洛美协定签订以来
,

在贸易

方面
,

一九七七年双方贸易总额

已达二百四十九亿二千万欧洲计

算单位 �约合三百亿美元 �
,

双方

进出口基本平衡
,

非加太地区国

家方面略有盈余
。

一九七七年的

贸易额比协定签订以前的一九七

�

四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

在

财政合作方面
,

到一九七八年七

月初
,

欧洲经济共同体已经向非

加太地区国家提供了十二亿五千

万欧洲计算单位 �约合十五亿美

元� 的财政援助
,

其中百分之七

十三为无偿补贴
。

援助项 目达二

百多个
,

平均每个国家有四五个

项 目
。

洛 美 协 定

洛美协定同过去的有关协定

比较起来
,

废除了明显的殖民主

义条款
,

但仍保留着若干不平等

的条款
。

这个协定是非加太地区

国家经过长期的团结斗争而达成

的
�
另一方面也是西欧国家采用

“
对话

”
代替

“

对抗
”
方式来调整

同第三世界关系的一个成果
。

洛

美协定是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关

系中的一个重大发展
。

洛美协定

签订 以来
,

双方的经济贸易关系

发展很快
。

这对第三世界国家的

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

同时
,

对共同体国家来说
,

也有利于保

持和扩大其传统的原料供应地
、

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
。

洛美协定为期五年
,

将于一

九八� 年三月一 日到期
。

现在
,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非洲
、

加勒比
、

太平洋地区五十七国正在为签订

一项新的接替
“
洛美协定

”
的协定

作积极准备
。

双方已于一九七八

年七月二十四 日正式开始谈判
,

至今尚未结束
。

截至 目前
,

双方

荃本立场和争执点已有表露
。

共

同体方面主张
,

新协定只需要在

原协定的基础上作一些调整和改

进
�
而非加太地区国家方面则主

张在保持原协定中的一切积极条

款以外
,

还应
“

本着建立国际经济

新秩序的精神
” ,

签订一 项
“
具有

八十年代特点
”
的新型 协定

,

而

不应只对原协定进行一些修修补

补
。

双方争执要点之一是共同体

国家增加财政援助问题
,

非加太

地区 国家要求增加三倍
,

而共同

体国家只 同意增加三分之一
。

此

外
,

非加太地 区国家要求它们所

有的出口商品都能自由进入共同

体国家的市场
,

并 且要求把更多

品种的出口商品列入稳定出口收

入制度
。

对此
,

共同体国家表示

愿意加以研究
。

·

华 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