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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联社消息，正在夏威夷享受圣诞
假期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提前返回
华盛顿，与国会议员商讨如何避免让美国
经济跌入“财政悬崖”。在“财政悬崖”笼
罩下的新年经济也光环不再，美国经济的
复苏也呈不确定性。

“降温”的新年经济

新年购物季，通常会成为美国人年终
岁末满足购物欲的最佳时机，它是美国零
售业乃至经济是否复苏振兴的风向标、晴
雨表。节日购物季的业绩，占全年的比重
最多可达 !"#，

$"%$年圣诞节形势并不乐观。综合外
国媒体报道，美国零售业都在圣诞节为招徕
最后一刻出手的消费者，纷纷推出更大的折
扣优惠。但这并没吸引民众慷慨解囊，美国
各地的购物中心抢购潮也不如往年。

万事达卡旗下一数据研究机构的数据
显示，$"%$年从 %"月 $&日至圣诞前夜的
八周，假日零售销售额仅较上年同期增长
"'(#。美国股市在圣诞节次日收盘走低；
零售类股下跌，因假日销售状况疲软。

虽然没有公布官方数据，许多分析家
已经预测，$"%$年将不会出现太大的增长
幅度，因为许多外在因素已经冲击消费者
的热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跌落
“财政悬崖”，$"%)年或将引发全面加税和

消减开支。
根据目前的状况，国会削减预算和增

加税收的政策将于 $"%) 年 % 月自动生效。
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届时美国经济将陷入衰
退。

复苏抑或衰退

从圣诞节购物的程度能否判断美国经
济复苏的前景呢？

美国国内甚至世界一直存在着对美国
经济复苏与否的争论。

瑞银高级经济学家对 $"%)年的美国经
济充满信心，“美国经济复苏”可能为未
来两年世界经济贡献一大惊喜。因为私人
部门去杠杆化进展得很顺利，房地产复苏、
银行信贷增长以及家庭负债下降，美联储
的宽松货制政策和能源技术的创新进步为
复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不过也有专家持不同看法。
支撑复苏的数据有被政客“造假”之

嫌。美国劳工部 $"%$ 年 %" 月份发布的统
计数据，失业率从 &*%+下降到 (*&#。但很
多专家分析，失业率的下降并非由于就业
人数的增长，而是由于未统计大量失业者。

从 $"",年 -月起，美国官方就正式宣
布进入了经济复苏阶段，但学者持疑，倘若
复苏是真实的为何未从嫩芽茁壮成长？为
何未能像二战后的正常复苏一样消除失业

现象？为何因存在长期失业的顽疾而连续推
出了 !轮量化宽松政策？为何美国经济持续
增长而民众实际收入却倒退了 %.年？

不必为美国担心

可能美国的情况并不太好，但也肯定
不是太糟。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看法，美国
最终会在西方率先走出危机。
《金融时报》一专栏作家的看法可以借

鉴：如果节日因素促进消费支出，那么圣诞
节有益经济的理论确实站得住脚。但从另一
个角度讲，既然圣诞节吸走了用于生产性的
资源，那么圣诞消费的减少则可能产生积极
的效果。

美国民众和学者对美国衰退的看法更

多源于对即将来临的“财政悬崖”的恐
惧。

但“财政悬崖”真的会来临吗？未必。
美国前财长罗杰奥特曼直接明言，美

国不会跌入“财政悬崖”。
在大选辩论中，每一场都涉及到税收

问题，民众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任何
领导人都不会违背选民的意愿。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资本市场
也会反对政界冒险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僵局，
导致经济衰退。另外，来自商界的压力也
会让政界难以喘息。

有人预测相关谈判会产生三种情形。
一是达成局部协议，把一些关键问题延后。
二是延至 % 月达成协议。最后一种就是最
坏的结果，但恐难成立。

从新年消费“窥”美国经济
本报记者 杨子岩

埃及上诉法庭终于确定了对前总统穆巴拉克上诉
案最终审理的时间，决定于 %月正式宣判。这意味着
“穆巴拉克”时代将彻底终结。然而埃及并没有迎来所
谓的“梦想成真时刻”。时隔几个月，举国上下依然陷在
巨大的政治危机所带来的混乱泥沼中。

由现任总统穆尔西 $"%$ 年 %% 月 $$ 日颁布的新
宪法声明所引发的宪政危机已经持续发酵 % 个多月。
支持者和反对者们已经在全国举行了数次大规模的示
威游行并引发剧烈冲突，造成数百人的伤亡。

埃及当下的乱局甚至让身陷囹圄的前总统穆巴拉
克发出叹息：我早就警告过会发生这一切，现在的埃及
一片混乱。埃及《华夫脱报》评论道，“革命的时钟重新拨
回 $"%%年 %月 $.日”！“再次革命”、“打倒宪法声明”、
“解散宪法起草委员会”等字样充斥着各大媒体头版。

而新起草的宪法草案虽在公投中以 -)*&+的支持
率获得通过，但参与投票的人数只占总选民人数的
)$*,+。专家认为，偏低的投票率显示埃及仍存在着深
层社会危机。

这一切不禁让人疑问，埃及人民轰轰烈烈的民主
革命热潮到底送走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埃及怎么没
有因为这场民主的革命而变得好起来？

分析认为，埃及的政治现已分裂，基础设施建设处
在濒于绝望的边缘，经济接近崩溃，国家教育系统混乱
不堪，公共卫生体系不复存在。

或许此时需要生命保障的不仅仅是已经 &) 岁垂
垂老矣的穆巴拉克，埃及的国家制度和初生的民主同
样需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穆尔西穆斯林兄弟会的背
景自从当政起就是人们争议的焦点。目前埃及的冲突
表面上是宪法权之争，但实质上却是宗教势力和世俗
自由派两大阵营对国家未来政体走向的一次博弈和对
决，即埃及将来是用严格的伊斯兰教义来管理社会，还
是用世俗化标准制订宪法、塑造国家。

在目前贫富分化明显、世俗与宗教势力对立严重
的情况下，穆尔西无论集权还是分权，对前政府势力严
厉还是宽容，总会引起特定人群的不满和抗议。埃及重
建与转型进程将充满坎坷，新宪法草案的通过能否开
启埃及政治新进程还是一个未知数。

或许解决埃及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国内各派之间能
否尽快启动民族和解进程，埃及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

穆尔西毫无疑问会面

临一个充满抗议的国家

开罗大学政治学专家哈桑·

纳法阿：埃及人民将尊重公投结

果，接受这部宪法。但偏低的投

票率显示埃及仍存在着深层社会

危机。即使制定了宪法,也无法

使当下分裂的埃及保持稳定。我

们分裂的核心在于自由、政治意

识形态和国家非常时期应该采取

的非常方法上。再这样分裂下

去，穆尔西毫无疑问会面临一个

充满抗议的国家。

埃及面对着无数政治、

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挑战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

资深政治分析家马尔万·比沙拉：

埃及面对着无数政治、社会和经

济方面的挑战，阿拉伯革命才刚

刚起步。正如开罗的交通一样，

革命是混乱的、喧闹的，常常出

现拥堵，但仍继续流动着。正如

交通一样，衡量革命的最终标准

将是它能否有效地令人们达到他们想要的目标。

穆尔西总统现在面临更加紧迫的危机

美联社：埃及官方通过了有争议的、受伊斯兰主

义者支持的新宪法，在经历两年动乱后，这对稳定国

家局势作用很小。另外，在经济进一步滑入深渊之

际，穆尔西总统现在面临更加紧迫的危机。

这个被危机折磨的国家现在能否重归平

静尚不得而知

德国《明镜》周刊：这个被危机折磨的国家现在

能否重归平静尚不得而知。自穆巴拉克被推翻以来，

埃及经济问题严峻。其主要收入来源旅游业被动荡的

政局拖累，外汇储备缩减到两年前的一半。外国投资

者纷纷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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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拉克时代终结

送走了什么，
留下了什么？

张 欣

2011年8月3日，穆巴拉克在铁笼内出庭受审。

（资料图片）

震惊世界的印度德里轮奸案在民众愤怒的抗议声中愈
演愈烈，但是印度女性的悲惨境遇并未有任何改变。一连串
强奸事件的曝光，引发了各界对印度女性生存现状的关注。

女性很危险

路透社近日的调查显示，在女性安全方面，印度的危
险程度在全球排名第四。根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的数
据，印度平均每 ) 分钟就发生一起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
每 $$ 分钟就发生一起强奸案。首都新德里则被称为“强
奸之都”。

然而，强奸只是印度女性悲惨生活的冰山一角。印度
《第一邮报》 称，印度还有无数儿童和年轻女性被有组织
地贩卖到色情行业。

据媒体披露，在一些古老的宗教传统中，穷人家的女
孩子会以宗教的名义终生沦为“性奴隶”。而在印度农村，
至今仍有不少女性明码标价被自己的丈夫贩卖，或在家人
逼迫下从事色情行业。不少地区还出现了“童婚”、“群
婚”、“租婚”的现象。对此，政府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印度女性不仅地位低下，还要背
负巨大的社会道德枷锁。$"%$ 年 %$

月初，一起印度富商杀妹案震惊全国，
起因是凶手断定自己的妹妹“不守妇
道”，令家族“蒙羞”。

悲剧有根源

印度媒体对强奸案背后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
分析称，司法体系对强奸罪量刑轻、审判过程延误拖沓，
使无数罪犯逍遥法外。即使定罪，出狱后的罪犯也一样毫
无压力地坦荡做人。对强奸犯无限纵容的背后，是印度整
个社会蔑视女性的普遍心态。

据悉，女性极端低下的社会地位，有着极其深刻的宗
教渊源，早已成为社会习俗的一部分。媒体调查显示，印
度许多农村地区滥杀女婴成风，因为生女儿不仅丢人，而

且出嫁时还要支付高额嫁妆，是不折不扣的“赔本买卖”。
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使印度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数据

显示，当前印度全国男女比例为 %"""：,%!。印度光棍虽多，
但他们却并不着急，因为娶不到老婆，还可以“租”，可以
“买”，不满意了甚至可以“换”。据英国《独立报》报道，“买
妻”、“租妻”、“换妻”的现象在印度一些地区极其普遍。

分析还指出，种姓制度也是陷印度妇女于水深火热之
中的罪恶推手。生活在种姓制度最底层的“贱民”女性，
往往是上述劣行的主要受害者。

民主很“无奈”

印度向来自诩为民主国家，也曾一度被美国誉为民主
制度的典范。但是民主并未改善印度女性的生存现状。

面对印度女性如此严峻的生存现状，政府也并非全无
作为。印度宪法中明文规定“贱民”和女性享有社会中一
切平等的民主权利，近日政府还计划立法禁止对女婴堕
胎。但实际情况显示，这些条款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专家指出，印度虽然有一个“现代”的民主宪政体制，但
是古老的宗教观念仍然控制着大多数人的思想。印度政府
对这一情况消极应对。

分析人士观察到，印度政客们为了拉到更多选票，不
仅大搞形象工程，肆意向选民开空头支票，涉及相关改革
时也畏首畏尾。因此，面对“反强奸”的呼声，政府真的
很“无奈”。

一位参加“反强奸”游行的印度女性说，政府对轮奸
案的不作为，让她看到了“民主的死亡”。要帮助妇女逃
脱苦海，印度式民主显然束手无策。

印度女性的愤怒还在宣泄，泪水还在流淌。

图为“反强奸”游行中的印度少女。

英国广播公司（!!"）过去 #年向大约 $%%名高级主
管发放每人超过 &%万英镑（约合 &'万美元）遣散费，现
面临英国国家审计局调查。

如同中奖

英国《每日电讯报》依据《信息自由法》获取这些数
据，日前公之于众。

这家报纸报道，&( 名高管每人拿到超过 #% 万英镑
（() 万美元） 遣散费，总计大约 '%% 万英镑 （*'+ 万美
元）；另有 &*(名主管每人领取 &%万英镑。

前新闻部主管马克·拜福德的遣散费最高，为 *(** 万
英镑（&,#万美元）；前首席运营官卡罗琳·汤普森今年早
些时候离开英国广播公司时拿到 '+万英镑（&%)万美元）；
一名未提及姓名的前财务主管领到 ($ 万英镑 （'+*+ 万美
元）；市场部主管沙伦·贝利为 #**$万英镑（'#*$万美元）。

数据显示，英国广播公司 $%&% 年共向 ()& 名员工和
主管发放遣散费 $+%% 万英镑 （(#,( 万美元）；$%&& 年向
&$)& 人支付 ,)%% 万英镑 （*#,( 万美元）；$"%$ 年前 ' 个
月，则向 $+%名员工发放 &(%%万英镑（$$,)万美元）。

这家媒体巨头平均向每名主管发放的遣散费为 ,*& 万

英镑（)*$万美元）。
难怪英国议会一些议员评论，离开英国广播公司如同

“中得大奖”。

审计调查

部分议员批评，英国广播公司涉嫌“滥用”公众缴纳
的执照费。议会下院政府账目委员会保守党成员理查德·
培根说：“长期以来，英国广播公司一直对纳税人的钱花
得太快、管得太松。”
“我觉得，许多人会发现，难以理解英国广播公司为

何有如此多高薪酬的人拿到这一数目的遣散费。”
英国国家审计局正就这一高额离职补偿金展开调查，

同时预计将“特别”审计前总裁乔治·恩特威斯尔。
上个月，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之夜》栏目不实报道一

名前保守党议员性侵儿童，恩特威斯尔引咎辞职。《每日
电讯报》 报道，恩特威斯尔尽管仅任总裁 ,( 天，却一次
性领到 (, 万英镑 （+$*' 万美元） 退休金，是他雇用合同
条款中的两倍。

就这一补偿决定，国家审计局当月要求快速审计，却
遭英国广播公司理事会主席彭定康拒绝。

欢迎调查

英国广播公司一名发言人说：“员工按照合同规定领取
遣散费。遣散费涉及短期成本，但从长远看，却是有效节省。
我们将全面配合国家审计局。”

一名与英国广播公司理事会关系密切的人士表态欢迎
调查，认为那将有助于新总裁托尼·霍尔任命新主管。
“我们认识到，在普通人看来，这些数字确实相当巨

大，”这名人士说，“我非常关注，国家审计局应完成一份详
细报告，以明确这些开支是否属失常。”
“新总裁托尼·霍尔会考虑这其中内涵。他不想过度慷

慨地雇用许多人。我们不想重演过去的问题。”

流泪的女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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