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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成语叫“盖棺定论”，事实是：盖棺容易，定

论很难。

撒切尔夫人的辞世无疑占据了近日世界各大媒体的重要

位置，多为赞誉之辞。因为一个曾经带领英国实现经济好转

的女性领导人!在今天金融危机大行其道之时更显得卓尔不

凡。

英国 《每日电讯报》 在为撒切尔夫人刊登的讣告上称，

她连续赢得了三次大选，她以惊人的能量和坚定的意愿所追

寻的政策导致了英国经济增长状况的改善。

《金融时报》中文网的评论员这样评述她的“战绩”：一

度不可一世的工会势力被彻底击败了，一度庞大的国有企业

被出售了，一度繁琐的政府监管被放松了，而一度气若游丝

的自由资本主义精神终于回归了。

在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对抗中，撒切尔夫人以其政

治铁腕最终推行了前者。她和美国总统里根一起向世人证

明，自由市场制度的确是不错的制度“铁娘子”诨号的另一

层意味，就是事情的解决方案有不同声音，看待经济问题有

不同角度。

也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策。但从当今世界形势

看“铁娘子”的经济思想，恐怕很难说撒切尔夫人治愈了

“英国病人”。很多批评者的依据，她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埋下

了今日国际金融危机的祸根。

有证据表明，撒切尔时代的经济奇迹并不存在。这种评

论的依据在于，即使是在撒切尔时代的最巅峰，英国经济仅

仅在 "#世纪 $#年代晚期的一个季度中出现了 "%以上的年

化增长率，而这对于英国这种相对低水平的增长来说，已经

是近几十年来一个较高的增速了。

直接作为反据的，是失业率的爆炸性增长，直到撒切尔辞

职之后 &年，失业率才回到 '%以下，即她刚掌权时的位置。

同时，货币主义、私有化、放松监管、小政府、低税率

以及自由贸易这些为扭转英国经济下滑而开出的药方，被其

他国家纷纷效仿和运用，这些政策已经成为了当今经济全球

化时代的普遍做法。

不过，在前伦敦市长利文斯通看来，英国今天面临的每

一个真正问题都是撒切尔夫人当年所犯的根本性错误留下的

遗产。

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凯恩斯主义的重新抬头似乎说明了

一点：撒切尔夫人推行的政策当时也许真没有治愈“英国病

人”，而只是给他打了几针强心剂，维持了一些生命活力。

有人说，在西方政治中，她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也有人

说，斯人虽去，她所代表的时代却仍未终结！两种说法，都

有些道理。

撒切尔夫人治愈了
“英国病人”吗？

杨子岩

当塞浦路斯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让德国力量饱受争
议的时候，当撒切尔夫人的突然离世让世界回味“英国
余威”的时候，法国政府却陷入了一场政治危机之中。
近期，奥朗德的日子并不好过。

危机：空前严重

奥朗德正经历着执政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源
于法国前预算部长卡于扎克逃税事件的持续发酵。

前不久，卡于扎克被曝光在国外拥有个人银行账
户，共有 '#万欧元存款。曾一度矢口否认的卡于扎克，
最终承认了这一事实。该丑闻立刻让奥朗德陷入批评风
暴之中。法国右派要求奥朗德改组内阁，而极右派则干
脆要求提前大选。反对党“人民运动联盟”主席科佩甚
至将奥朗德形容为“团伙头目”。

不仅反对党对奥朗德进行口诛笔伐，法国民众也失
去了对他的信任。最新民调显示，奥朗德目前的支持率
仅为 "(%，是法国过去 )#年来就职 **个月后支持率最
低的总统。法国媒体认为，以承诺清廉执政而上台的奥
朗德，其清廉形象已经轰然倒塌。

奥朗德的麻烦远不止于此，他的执政能力也饱受怀
疑。据悉，法国政府近日宣布将 "+*)年和 "+*,年经济
增长预期分别从 +-$%和 "%下调至 +-*%和 *-"%。有媒
体指出，不能提振经济是深陷丑闻的奥朗德的又一挫
折。

从政治丑闻到政策乏力，从反对派的批评到民心背
离，奥朗德似乎已经四面楚歌。

担忧：萦绕欧洲

作为欧洲的传统大国，法国政坛的一点风吹草动不
免会产生连带效应。奥朗德的“家务事”所引发的忧
虑，已经远远超出法国。

法国的丑闻将“避税天堂”的种种罪恶暴露在欧洲民
众面前，失去民心的不只是奥朗德。观察人士指出，整个欧
洲的政治领导者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而法国不过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近期也被指控在海外藏
有资产。《欧洲时报》的评论文章认为，这种避税泛滥的现
象对于正经历债务危机的欧洲来说尤其应当警惕。

奥朗德的麻烦或许正在成为欧洲的麻烦。法国和德
国被看作是欧盟的支柱，一直以来，法国在政治上为欧盟
贡献思想，而德国在经济上为欧盟注入血液。在德国经济

领跑欧洲的时刻，法国却仍旧萎靡不振，奥朗德正在经受
的政治危机更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德国被推上了为欧洲
“灭火”的风口浪尖，而法国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疲软却总是
拖着后退。因而，有分析人士担忧，欧盟内部的分化变得越
来越有可能。../报道称，目前的法国是最令柏林和布鲁
塞尔关切的国家，他们担心法国会滑入深陷困境的南欧国
家的行列中去。显然，这对整个欧洲的发展不利。

应对：受到质疑

据报道，法国总理埃罗 ,月 $日向媒体宣布，在本
月 *0日之前，政府所有部长的个人财产将向公众公开。
他认为，此举有助于恢复公众对政治人物的信心。

实际上，奥朗德早就开始努力“翻身”。此前他试
图通过在电视上解释政策和“路线图”来挽回声望，然
而民众却并不买账。《泰晤士报》援引科佩的观点，认
为奥朗德更像是一个“修理工”而非总统。

分析人士认为，卡于扎克避税丑闻迅速演变为政治
危机与目前欧洲经济和社会危机形势有直接关系。奥朗
德的举措相对于不断放大、不断深化的整体经济危机与
社会危机而言，是杯水车薪，“苍蝇拍打老虎”。这正是民
众不买账的关键所在。

奥朗德要想立竿见影，还需在如何取信于民上下功
夫。有专家强调了实际行动的重要性，以打击逃税的实
际成绩向民众交出答卷远比晒官员家产之类的空洞承诺
要有效得多。

高官逃税，丑闻重创法政府
财产公开，新招难挽民众心

曹德超

退去政治的光环，交出权杖，在百感交集中离开入住多年
的官邸……经历一幕幕的“卸任戏”，各国政要纷纷告别政坛，
回归平凡，“蜕变”为公民，过起了别样的退休生活。

近日，掌权多年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畅想起了他的退休生
活。,月 "日，普京在接受德国 123广播电视公司采访时表
示，“希望将来卸任后能搞研究，研究法律、社会或体育问题。”

卸任后“搞学术”，可不是普京独有的想法。英国前首相布
朗离开唐宁街 *+号后，踏上了纽约大学的讲台，开始了教书
生涯。布朗老师一边教授民权社会和国际道德的课程，一边从
事教育慈善工作，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运动。布朗如
此重视教育，无怪乎是英国唯一拥有博士头衔的首相。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退休后却难以“潜心研究”，她在卸
任第二天就推出了新的个人网站。日前，'0岁的希拉里又效
仿丈夫克林顿的做法，正式加盟美国最有名望的演讲公关公
司，预计将在今年春季开始进行巡回演讲。除演讲外，撰写回
忆录，做慈善，希拉里忙得不亦乐乎。

与希拉里“高调出镜”的退休生活不同，韩国前总统李明
博选择了“低调晒幸福”。李明博在卸任时备感轻松，表示“卸
任后暂无任何计划，想多陪伴家人。”"月 "(日，李明博在社
交网上大秀幸福，“我和妻子笑着看着对方，把一大勺食物放
进嘴里，感觉这才是生活的味道。”

如果说李明博的退休生活满满的都是“幸福味道”，那么

萨科齐卸任后的生活则依旧充斥着“奢侈味道”。
萨科齐在卸任后曾说：“今后，我将是一名普通的法国人

了。”而萨科齐过的却不是普通的生活，每月领取 '+++欧元的
退休金，享有国家提供的豪华公寓、两名保镖、(个助理，还有
免费的法航飞机和铁路旅行卡。据透露，萨科齐与布吕尼仅一
顿带到私人飞机上享用的外卖食品就花费了 **++美元。

然而，并不是每一位离任的政要都能过得如此潇洒，当萨
科齐在飞机头等舱里享受奢侈生活时，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却
在与“囊中羞涩”作斗争。

施罗德结过四次婚，因四个婚戒摆在一起就像奥迪汽车
的四环标志，而被媒体打趣称为“奥迪总理”。而“奥迪总理”可
不是好当的，为支付三位前妻及儿女的生活费，卸任后的施罗
德不得不奔走忙碌。重操律师旧业，担当顾问，任董事会主席，
出版书籍……施罗德的退休生活，想说惬意不容易。

不论是恬淡清和的生活，还是高调忙碌的奔波，“卸
任”对于政要们来说，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中国责任论”新变体

最近，美国前总统里根特别助理道
格·班多发表了一篇题为《朝鲜不是美国
的问题》 的文章，指出美国应该将朝核
问题留给朝鲜邻国解决。
“这是‘中国责任论’的新变体。它

认为中国对朝鲜有能力更有责任予以影
响，但中国既不愿承认有这种能力、更
不愿予以担当，结果就使美国承担了过
多责任、付出了更大资源。中国作为朝
鲜周边国家，是美国这种担当的最大受
益者，却未付出与收益相当的成本。”复
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强
调，班多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中国施压，
“虽然日韩也是朝鲜邻国，朝核问题的解
决对它们有利，但它们在政治和能力上
都无法作为主要的外部责任国来解决该

问题。日本曾侵略朝鲜，在它同朝鲜解
决历史上的战争责任问题之前，朝鲜不
会接受日本在解决朝核问题中的作用。
朝鲜一贯把韩国看作美国傀儡，韩国政
府则被看作朝鲜民族败类，朝鲜也不可
能接受韩国在政治解决朝核问题中的核
心作用。班多明知日韩无能为力却还说，
是对中国施压，通过表面上削弱美国的
作用，来刺激中国有所作为。”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于铁军认为，这种论调虽不代表美国对
朝政策的主流，但确实能反映美国当下
对朝核问题的无奈心态。他指出：“美
国国内经济问题成堆；在美国对外政策
日程表上伊核问题比朝核问题居于更优
先考虑的位置；过去十几年中，美国对
朝鲜用尽各种政策，试图劝诱或者逼迫
朝鲜弃核，但朝鲜软硬不吃，美国又缺
乏武力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准备。而经济

制裁的效果又很缓慢。这些因素交织在
一起，导致出现以上这种论调。”

美国难以承受的后果

班多认为，冷战已于 "+ 多年前结
束，导致美国卷入该地区事务的特定条
件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
从朝鲜半岛抽身，美国真的就会“一身
轻”吗？答案是否定的。

于铁军指出，美国从半岛抽身，将
面临 ) 个后果：“首先是美国的延伸威
慑，即对盟国如韩国和日本提供安全保
护的可信度将受到很大打击，韩日将不
得不考虑依靠自己的力量消除朝鲜的威
胁，这将动摇二战之后形成的以美国为
中心的东亚同盟体系。韩日在防卫问题
上自走自路，将使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
发生极大变化。其次是全球防止核扩散
机制受到极大冲击。印度和巴基斯坦
*&&$年竞相进行核试验已使这一机制面
临危机，朝鲜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加入
456而又退出的国家，其负面示范效应
会更大。这意味着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
崩溃。第三，随着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
射计划的进一步推进，对美国国家安全
的直接威胁也会越来越大。所有这些，
对于战后世界安全体制现状维持国的美
国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沈丁立用一个假想场景说明了抽身
半岛对美国的伤害：“试想一下，当美
国在朝鲜发展核力量问题上遇到挑战、
在朝鲜拒绝履行联合国安理会任何相关
决议并扬言要开展‘核先发制人’时离
开朝鲜半岛，美国的 ,+多个盟国对美国
是否还有意愿和能力来保护它们就会生
疑，随后它们各自采取更为独立的防务
政策的结果就是国际秩序将更不稳定，
更加不利美国霸权。”沈丁立认为，一个
世纪以来美国形成的“世界责任”以及

“国际主义”共识与实践决定了，美国不
会离开朝鲜半岛。

对话是最好途径

朝核危机有各方面复杂因素，美国
是其中之一。沈丁立指出：“美苏在二战后
共同分裂朝鲜，是对朝鲜的威胁。美国长
期在韩驻军，后果复杂，虽然不无稳定半
岛功效，但这种‘稳定’是以长期分裂半岛
为前提，因此也是对包括朝鲜在内的全体
半岛人民的威胁。美国曾经在韩部署核
武，直接针对朝鲜以及其他一些周边国
家，则更是威胁。反观朝鲜，朝战停战后不
久，朝鲜国土上就不再有外国军队，更无
外国核武。当韩国秘密研发核武时，朝鲜
并未即刻效仿。”
“只要美国还想继续担当世界超级大

国，尤其是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就会继
续全球插手，四处干涉。”沈丁立认为，
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的外交
思想不会有根本变化。这就意味着，在
朝核问题上，美国的身影仍将清晰可见。

沈丁立强调，要解决朝核问题，美
国不应威胁朝鲜。他说：“面临内外压
力，朝鲜扬言‘核先发制人’绝对错误，
但世人皆知朝鲜目前并无这种能力，以
核武攻美言论言之无物。对话是朝美沟
通以取得信任并和平共存的最好途径。
当朝鲜期待美国领导人打个电话去沟通，
美国领导人如能显示和平诚意打去电话
又有什么不妥？可以想象，奥巴马总统
主动给朝鲜去电话并不会立刻解决朝核
问题，但将使朝方有台阶下，目前半岛
的紧张局势也有望快速降温。”

一个动荡的半岛是谁都不愿看到的。
历史已经证明，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有
效途径是对话谈判，各方应通过恢复六
方会谈，平衡解决各自关切，推进半岛
无核化进程，实现半岛长治久安。

日本媒体 !日称，有动向显示朝鲜可能于近日发射新型中程弹道

导弹。而就在前一天，朝鲜撤回被视为“朝鲜半岛和平最后堡垒”的

开城工业园区内所有朝鲜劳务人员，并研究是否要彻底废除园区。然

而，就在半岛局势恶化的同时，美国出现了一种劝美国抽身半岛的论

调。就此问题，本报记者对两位国际问题专家进行了专访。

本报
专访

半岛抽身，美国言不由衷
本报记者 张 红

法国总统奥朗德（资料图片）

政要退休后
生活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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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阴影下的韩国年轻人 中新社 刘关关摄

,月 &日，观众在米兰国际家具展上参观。

当日，第 0"届米兰国际家具展在意大利的时

尚之都米兰开幕。米兰国际家具展始办于 *&'*年，

被公认为世界家具与家居设计的顶尖展会，是全

球家具、家居、配饰、灯具等流行的风向标。

新华社记者 许逆之摄

米兰国际家具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