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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德国政府正

式启动“!"#" 议程”，核

心内容包括改革失业保险

和救济制度，逐步削减失

业救济金，推行强制再就

业措施，降低税率以刺激

消费和投资，增加教育和

科研投资，提高劳动生产

率，努力推动社会就业和

经济增长。

德国时任总理施罗德

看到福利社会的各种积重

难返的现实问题是无法回

避的，因此锐意革新，号

召公民减少对国家的依赖

并承担起更多的个人责任。

施罗德认为，改革不

是要摧毁福利社会，而是

更好地留存福利社会的精

髓和夯实福利社会的根基。

在 !""$年以来全球金

融债务海啸的惊涛骇浪中，

德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

出口贸易额持续攀升、社

会整体就业率达历史新高，

联邦政府税收持续增加。

很多人把德国今日的

成就归功于敢为天下先的

“ !%&% 议程”改革精神，

这一改革不仅需要远见，

更需要勇气，因为它剑指

人性中最常见的习惯性惰

性因素，致力于扭转并改

变长期积淀下来的“坐享其成”心态，从根本上重

树“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基本理念。

德国经济在欧洲一枝独秀，不过改革者其实为

此付出了高昂代价。施罗德所领导的社民党被严词

指责背弃了“社会公平”的传统纲领。!%%'年大选

中，相当数量的社会中低收入阶层选民把选票投给

了社民党的对手，施罗德失去总理宝座。

“!%&% 议程”也招致了不少争议，最为典型的

当属“哈尔茨四号”失业救助方案。这一方案最初

规定的失业救济金额较低，并要求失业者必须尽快

再就业，不能以工资低或地点偏远等为由拒绝职业

介绍中心提供的工作，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在领取

救济金同时还必须接受“一欧元工作”，象征个人对

参与社会事务的责任。

德国 《明星》 周刊最新民调显示，至今仍有约

()*的受访者对这一失业救助方案持保留甚至反对

意见，并认为当年触动整个社会福利体系根基的改

革拉大了贫富差距。

回望德国“!%#%”议程，这场富于远见和勇气

的改革，尽管存在问题和争议，但瑕不掩瑜。最重

要的是，它使劳动才能创造经济价值、创新才能推

动社会进步这一朴素道理，在德国深入人心，为福

利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事实已经证明，

安于现状，寅吃卯粮、坐享其成，这样的幻想会在

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恐惧是生活惟一真正的对手，因为只有恐惧才能
打败生活。”电影中，少年派以勇敢和坚持完成了自己
和孟加拉虎理查德·帕克的奇幻漂流之旅，阐释了一个
关于勇气和信仰的故事。

受少年派的鼓舞，近日，一名乌克兰男子宣称要与
狮子共度一年的“美好时光”。事实上，该男子并不是
心血来潮，他已经有过成功的先例。早在 #"!! 年，他
就已经成功地和两只狮子“同居”了 $%天，毫发无损。

也许，正如少年派所说的，“恐惧是生活惟一真正
的对手”。卸下了恐惧的防备，一切便都有了可能。那
些貌似骇人的动物们，也可能同人类和平“同居”。

#""&年，美国一男子同 '&条蛇在一个透明浴缸中
相处了 (%分钟，这一纪录刷新了此前由他自己保持的
与 !#条蛇共浴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更加让人叹为观止
的是，英国一男子与 ("条危险凶猛的蛇在 #"平方米的
狭窄房间共处了 !!(天，打破了世界纪录。

而来自泰国的僧侣则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佛教善待众
生的理念。#""( 年，泰国一个寺庙的僧侣为了承担保
护濒危动物的任务，为濒危的老虎提供栖息场所，与他
们共享寺庙，组成一个大家庭一起生活。

在英格兰赫特福特郡的一幢民宅里，一对夫妇同数
百只猛禽野兽住在一起。客厅的箱子里装满了螃蟹、蟾
蜍和蜥蜴，厨房边上则锁着不少毒蛇和蝎子。

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给了我们更多的理由去相信人
与动物可以“相敬如宾”。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少年派的
故事才会如此动人。

不仅动物可以与人类“同居”，而且看似“不登对”
的动物们彼此之间也可以相安无事。

#""& 年，在阿尔巴尼亚西北部距离首都地拉那约
(" 公里的小城帕托克，饲养员将一头驴子“投喂”给
关在笼子里的狼，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两只动物友好相
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竟变成形影不离的伙伴。

在大自然中，“天敌”也许并不是生来注定。人类
社会也是如此，放下心防和成见，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个
更加和谐包容的世界。

与动物“同居”
马红红

加入TPP:
日本能“捞油”还是被“揩油”

本报记者 杨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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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售大热引忧虑
崔亦谦

据《华盛顿邮报》 !&日报道，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以
“可能削弱公民的合法拥枪权利”为由，抵制联合国关于
禁止向地区冲突当事国家出售军火的《武器贸易条约》。

此前，美国曾屡向联合国发难，反对联合国规制全
球武器贸易的条约，而这与美国近年来声势浩大的对外
军售生意不无关系。

武器出口激增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报告显示，#"!! 年美国武
器出口额达 ++$ 亿美元，同比增长两倍多，占全球武器
销量的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年，美国通过 +%笔武器交易，批准了 ',%万份
武器出口许可申请。

美国对外军售之狂热，不仅表现在“量”上，还表
现在“质”上。美国一向刻意使进口国与本国武器保持
技术差，近来却一反常态，频频“亮出家底”，贩卖先进
武器甚至高精尖武器。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准备向韩国兜售 ( 架具有精密
监视功能的“全球鹰”无人机，也即将完成对日本出售
数亿美元的“宙斯盾”体系所需装备。

另外，美国等国前所未有地出口极具敏感性的武器
装备，它们主要流向亚太、中东等易爆发冲突的地区。

虽然已经出现军售过热的迹象，美国却并没有打算
为自己降温。

本月 ! 日，在美国的鼓动下，日本政府同意批准日
企参与制造 -.$%战斗机零部件以供美国出口。日媒称，
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从此形同虚设。

'日，美国政府进一步调低部分武器弹药出口管制，
为出口燃气涡轮发动机配件提供便利。

施加地区影响

美国的武器出口狂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带来的经
济效益。作为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武器出口能带
来巨额利润，这极大地激发了军工产业逆市发展的热情。

扩大军火生产和贸易既能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又
可以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对美国不景气的经济而言无

疑是一针强心剂。
巨大的经济效益更是刺激了美国的荷尔蒙，以增加军

售为手段向他国进行军事渗透，从而扩大其政治影响力。
俄罗斯 《权力》 周刊称，美国在许多新结盟国家建

立大型军事基地是不太现实的，美国便选择与其达成军
售协议，借助军事威慑弱化美国可能遇到的阻力，这样
也不会引起国际舆论的严重关切。

在以武力维持和平的逻辑指导下，军事大国通过向
国际热点地区兜售装备，武装“敌人的敌人”，间接地打
压潜在对手，形成隔海操纵、离岸遥控之势。

美国通过武器售卖，使进口国形成统一的一体化武
器装备体系，这也是出于重返亚太和“再平衡”战略的
考量，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新布局铺平道路。

正如加拿大 《环球邮报》 所言，武器狂热绝不仅仅
是一种商业行为，这无不隐藏着美国这个大军火商的利
益图谋。

加重局势紧张

美国大面积推行武器出口看似是场双赢的交易，实
际上却将进口国推入了漩涡之中。这非但未能有效缓解

地区局势、减少不稳定因素，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地
区紧张和恐慌。

为了开拓市场，美国甚至自己“制造”潜在买主。
有媒体分析认为，美国采取宣扬造势的手段，以莫须有
的“威胁论”误导周边国家，使其产生购买武器的欲望。

另有专家指出，某些国家对美国武器产生了严重的
依赖性，一旦邻近国家有些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不是
促进对话，而是向美国求购军火以强化“防御”，反而加
重了国家间的敌对情绪。

这或许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国际热点地区各方在军

事方面相互制衡、冲突不断，而作为军火出口方的国家却
反而能腾出手脚，避免惹火上身，还能大发横财。

然而，不加约束的武器出口只会为地区和平进程埋
下隐患。在军事威慑下，有关各方难以达成互信，建立
和平对话机制也变得更加困难。

有分析认为，美国先进武器在热点地区的大量涌入，
将破坏本已十分敏感、脆弱的地缘政治平衡。更为严重
的是，大笔的军售订单让全世界承担了军事竞赛的风险。

可以想象，美国若继续拉低武器出口的底线，未来世
界局势的不稳定因素将持续增加，这不仅违背美国积极倡
导世界和平的承诺，还可能造成超乎想象的严重后果。

$ 月 !& 日，在

美国首都华盛顿市

中心，女孩们在一

年一度的圣帕特里

克节游行上表演。

每年的 $ 月 !&

日是圣帕特里克节。

该节日在 % 世纪末

期起源于爱尔兰，

以此纪念爱尔兰守

护神圣帕特里克。

新华社记者
张 军摄

华盛顿举行圣帕特里克节游行

瀚纳仕亚洲薪酬指南发布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雷蕾） 尽管 #"!$ 年全球经济局

势仍不明朗，但亚洲的经济前景依旧令人看好，这也反映在了
亚洲各国的薪酬和招聘情况上。$ 月 !% 日，瀚纳仕人才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公布了 #"!$年《瀚纳仕亚洲薪酬指南》，揭示了
中国、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共计 !#"" 个职位
的薪酬和招聘趋势。

薪酬指南显示，约半数雇主在过去一年内为雇员加薪
!"/，中国再次成为亚洲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目前，亚洲地
区工程、销售和 0)人才最为紧缺。同时，亚洲有 1$/的雇主
表示，人才短缺有可能会妨碍其业务发展；约 $2(的雇主相信
经济形势将保持稳定或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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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小女孩蒂皮与她的动物朋友（资料图片）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安倍
晋三 !+日在自民党总部召开全国干事长会议，就已宣
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谈判
寻求理解。这从侧面透露，日本政府加入 )** 的决
定，就连自民党内部也有分歧，更何况其他党派有不
同意见。

预想的利益

)** 最初是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四个
国家于 #""%年在 3*45框架内签署的小型多边贸易协
定，后扩展至多国。与过去的经济合作协议不同，
)**增加了“战略合作”内容。而且，)** 作为在投
资、服务等广泛领域追求自由化的自由贸易协定
（-)3），原则上要求取消全部关税。

今年，美国等现有 !!国参加的 )**谈判逐渐进入
收官阶段。日本政府唯恐错失时机，急着搭乘“末班车”。

$ 月 !% 日，安倍决定正式加入 )** 谈判。当然，
安倍给自己的决定找到了理由。按他的说法，日本已
经“撞上一堵大墙”，面临低生育率、老龄化和长期通
货紧缩，而亚洲新兴国家正在一个接一个向开放型经
济转型。

加入 )**有什么好处？一是可以助日本利用亚太
市场的活力振兴经济，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另一方面，
日本可以追随美国亚洲政策的步伐，扩大日美同盟，
遏制中国。日本媒体直言不讳地说，日本围堵中国的
包围圈又进了一步。

日本政府估计，加入 )**将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

加 $,#万亿日元 （约合 $$$亿美元），即经济增长 ",++

个百分点；其他领域出口增长和国内私人消费增加足
以抵消 )**对农业的负面影响。

反对的声音

但这可能只是安倍的乐观猜想。
有人说，这是安倍重新上台以后放出的“安倍经

济学”第三支箭。前两项包括扩大公共财政投入和超
宽松货币政策。

不过，更多的担心在于，)**标榜彻底废除关税，
但日本却扛着保护国内产业的大旗往里闯，这可能会
给日本带来“安倍风险”。

日本欲加入 )**谈判并不始于近期，早在菅直人
时期就已成国内热点。支持者大多是工商业者代表，
因为自由贸易可以让工业品出口增加，拓宽海外市场，
进而避免国内产业的空洞化。

反对者多为农牧业代表，廉价农产品涌入日本，
将对日本的农户造成致命打击。目前日本对进口大米
征收的关税为 &&'/、黄油 $+"/、小麦 #%#/。

在预期的收益上，各方算盘并不一致。日本内阁
估算 67*将增加，但农林水产省则认为将损失约 !!,+

万亿日元，且将导致约 $("万人失业。
为此，全国农协会发起了全国性的抵制 )** 运

动。日本医师会警告，加入 )**，日本的医疗将被卷入
“市场原理主义”，按收入分配医疗资源，最终将导致全
民皆保险体系的崩溃。斋藤环、中野刚志、藤井聪、三桥
贵明等学者认为“加入 )**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

真正得利者

安倍做出决定的同时，其实已经在想象得利后的
前景。“日本在亚太地区巨大经济圈中发挥主导作用，
并与同盟国美国共同制定相关规则。我认为日本应该
成为主角。”

但似乎这也只是安倍的一厢情愿。
安倍想让日本成为亚太经济的主导，但美国愿意

吗？
有研究显示，)** 协定的签署最终能让美国成为

最大赢家，如果日本加入，美日 67* 总量将占 )**

加盟国 67* 规模的 1!/。奥巴马也看到，通过加入
)**，可以拓展 !!/的出口空间。由此可见，奥巴马政
府推动 )**的目的就在于以此为杠杆进而掌握整个亚
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

奥巴马政府高级贸易官员、贸易副代表对日本加
入谈判的决定表示欢迎，但他也暗示，在一些关键问
题上，日本将不得不作出让步。

安倍承诺将以保留农产品的关税为条件参加谈判，
但对于其他国家达成共识的条款，他真的能够改变吗？
他自己也承认，挽回的余地很小。

如果发现谈判并不如己所愿，也不能退出。因为
按国际惯例，设法进入谈判而后又退出谈判，日本在
今后的自贸区谈判都会丧失国际信用度。

共同社做出了某些不好的猜测，如果出现方向性
错误，不仅会沉重打击安倍政府，还可能给全体国民
带来巨大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