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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手”
张畅畅

加拿大金融市场正在经受巨大的挑战。据美国《华尔街日
报》5月1日报道，加拿大最大的抵押贷款机构HCG公司宣布，将
紧急举债 20 亿加元作为流动性贷款，以应对破产危机。上月 26
日，该公司股价暴跌 60%，这也引发了加拿大借贷市场的连锁反
应。由此，各方不免担忧，新一轮次贷危机是否会在加拿大上演？

次贷危机现征兆
加拿大最大的非银行房贷供应机构HCG公司正遭遇一场事

关存亡的危机。3月，该公司宣布免去公司总裁兼CEO马丁·里
德的职务，2015 年 HCG 公司的 45 名房贷经纪人使用虚假手段
为客户申请到15至20亿加元房屋贷款的欺诈丑闻也随之曝光。

加拿大《环球邮报》称，在HCG公司的欺诈丑闻和资金状
况遭到披露后，该公司的部分投资者开始大规模提取现金，这
也使得该公司的债务偿还情况越来越令人担忧。

在HCG公司遭遇重大危机后，加拿大其他房贷公司也受到
了不同程度的波及。据加拿大 《金融邮报》 报道，加拿大多家
金融机构纷纷遭受亏损。一家名为公平集团的非银行房贷机构
表示，该集团的存款余额出现了“快速但可控”的减少。而据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网站报道，加元正在一路下跌，目前已
经创下14个月以来的新低。

地产市场泡沫大
实际上，这场由一家公司经营不善而开始蔓延的危机是加

拿大房地产行业泡沫长期积累的结果。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易宪容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HCG公司的资金流动性出现断裂是导致这场危机出现的直接因
素，而目前加拿大房地产行业的巨大泡沫则是这场危机的根
源。“一家公司出现问题以后，大家开始对房地产市场信心不
足。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借钱给这家公司的机构和个人纷纷要

求该公司把钱还
回来，这立刻影
响了加拿大的整
个金融体系。”

《澳大利亚
金融评论报》网
站分析指出，此次的加拿大房地产危机与美国的次贷危机不
同，HCG 公司所面临的困扰是由资金流动而非抵押物质量引
起，因而这场危机最终可能会令加拿大住房市场逐渐转向冷却。

“危”中并非没有“机”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加拿大多伦多的抵押贷款经纪人

马克·萨费里斯表示，有关 HCG公司的消息将导致“信心危机”，
可能影响其他利用银行投资渠道筹集现金的非银行抵押贷款人。

易宪容认为，这场危机的影响范围主要局限于加拿大国内。
“首先，加拿大的经济体量比较小，这让危机不容易向经济体量大
的国家扩散。另外，尽管加拿大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但是国际
投资者从来没有把它定义为主要投资市场，大部分投资者的眼光
都紧盯美国的华尔街，因此这场危机并不会造成全球性的影响。”

危机的扩散并没有放缓的迹象。据《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
多家银行或对储户的储蓄资金设定上限，而这一政策将逐渐延伸
至整条多伦多海湾街，储户的恐慌情绪也随着该消息逐步蔓延。
与此同时，主要金融机构将从HCG公司撤资的担忧也愈演愈烈。

不过在易宪容看来，“危”中并非没有“机”。“其实，这次
的事件有助于加拿大政府把房地产行业的泡沫挤出去。虽然在
这个过程中，加拿大的经济免不了会受到影响，甚至发生比较
长时间的波动，但是最后的结果将有利于加拿大经济在一段时
期里持续稳定发展。所以，如果加拿大政府想让经济平稳发
展，一定会采取措施。”易宪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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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体制”内候选人的角逐

虽然法国大选最终结果尚未出
炉，但一个事实已基本明确——法
国政坛传统格局已被重塑。在7日即
将开启的第二轮总统选举投票中，
法国左翼社会党与右翼共和党等传
统政党50年来首次“集体缺席”。

在 4 月 23 日 举 行 的 首 轮 投 票
中，中间派“前进”运动候选人埃
马纽埃尔·马克龙和极右翼政党“国
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得票位
列前两名，使第二轮投票成为两名

“非体制”内候选人的角逐。
“对法国的传统主流政党来说，

这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在美国《纽
约时报》 看来，马克龙和勒庞，一
个是“政治新手”，另一个则是“极
右翼狂热分子”。在法国的选举可能
也决定着欧盟未来的关键时刻，马克龙和勒庞在决胜局
中的较量让法国走上了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

最后关头，两名候选人再次发力。当地时间 5 月 3
日，在第二轮投票之前的关键时刻，马克龙和勒庞举行
了一场电视辩论，再次力陈各自政治纲领。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称，这场长达 160 分钟
的电视辩论涉及经济、税收、就业、养老等法国国民关
心的众多话题，也围绕欧盟、安全、反恐等地区性议题
针锋相对。双方唇枪舌剑，马克龙直指勒庞的竞选战略

“充满骗术”，勒庞则讽刺马克龙是“旧体系的宠儿”。
正如这场辩论的主持人在场面胶着时所说，马克龙

和勒庞展示的是两种无法调和的政治前景。“他们几乎每
条政纲都是相互对立的。”法国《世界报》直言，二人之
争就是“两个法国之争”：主张自由、支持全球化的马克
龙，代表开放、前进、革新的法国；反移民、反欧盟、
反全球化的勒庞，代表保守、锁国、民族主义的法国。

不过，也有观察者注意到，或许是为迎合选民而奋
力一搏，两名候选人近来在此前立场截然相反的欧盟、
欧元等问题上，表态出现一些微妙变化。1 日，马克龙
对 BBC 称，自己是“挺欧派”，但也不得不面对法国民
众对欧盟失去耐心以及欧盟因机能失调已不再可持续的
事实。勒庞则在其一直坚持的退出欧元区的问题上立场
有所软化。路透社称，在公布的新文件中，勒庞将“弃
用欧元”排除在优先任务之外。

面临政治天花板的极右翼

无论是坚持立场，抑或调整策略，马克龙和勒庞的
根本意图都是赢下选举。而在英国 《金融时报》 看来，
鉴于候选人势均力敌，这将是50年来最难预测的法国大
选。第一轮投票中，几名候选人十分接近的得票率就印

证了这点。
不过，随着最终一轮投票的临近，局势似乎逐渐趋

于明朗。
“目前看来，马克龙的胜算更大一些。”武汉大学政治

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邢瑞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
析称，虽然勒庞近期做出一些改变，比如辞去“国民阵线”
主席一职，以此表明自己想要团结所有法国人民的“深切
信念”，但已有的民调结果和主流舆论更为倾向她的对手。

根据民调机构Elabe的最新数据，马克龙支持率高达
63%，远超勒庞。在刚刚结束的那场至关重要的电视辩
论中，马克龙也占据上风，拥有高达64%的支持率。

“哪怕是在正式结果公布前，政治建制派还在团结一
致地支持马克龙，警告民众注意勒庞的‘国民阵线’获
胜会带来的危险。”《纽约时报》称。

5 月 2 日，法国总理卡泽纳夫就在左翼报纸 《解放
报》刊文，警告欧盟无法经受极右翼反欧候选人勒庞当
选总统带来的冲击，明确号召选民支持中间派候选人马
克龙。在此之前，法国总统奥朗德也发出过类似呼吁。

“虽然法国民众对过去所谓的左翼和右翼轮流执政的
传统政治体制已表现出不满，但当真正面临是否需要选
出一名极左或极右的领导者，作为一名‘理性’的选
民，必然会重新思考这是否真能代表他们的利益。”邢瑞
磊指出，在第一轮投票过后，落选的菲永、梅朗雄等人
呼吁支持者转投马克龙，也表明勒庞代表的极右翼虽然
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仍局限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之内，它
将在一定时间内发酵，但其发酵的空间受到限制。

美国沃克斯网站也刊文称，此前的奥地利大选、荷
兰大选以及德国的民调已经显示，欧洲极右翼势力的表
现远没达到许多人的预期，它们面临着政治天花板：虽
然支持者可能立场坚定，但是多数欧洲人还是不愿意接
受其观点——至少眼下如此。

当然，谁都不敢保证已经多次让
人跌破眼镜的国际政坛，不会再现一
只“黑天鹅”。西班牙《国家报》日前
就刊文称，勒庞的巨大潜力仍然不容
忽视，因为首轮投票结果已经凸显了
法国过去几十年间日益加深的断层，
这让“国民阵线”的对手不能再轻视
它。德国《明镜》周刊也直言，两大传
统政党候选人在首轮选举中就被淘
汰，“不久前还被认为难以想象的事
情”真的发生了，这足以让现在就认
为第二轮选举只是水到渠成的人引
起注意。

“多速欧洲”将成未来趋势

更多分析认为，真正令人担心
的不是法国大选结果，而是大选已
经暴露无遗的法国乃至整个欧盟面
临的困境。

西班牙 《国家报》 认为，此次大选凸显出法国在地
理、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新断层越发深重，相互角
力的不再是左翼和右翼，而是欧洲主义和主权主义、自
由派和保护主义者、改革派和民粹主义者。因此，无论
谁最终胜出，都必须面对如何管理渐行渐远的“两个法
国”的难题。

而勒庞及其代表的极右翼势力的异军突起，更让人
看到民粹主义快速上升的势头。“这种现象的背后有经济
不振、难民问题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同时，还有一个
重要原因在推波助澜，那就是功能性议题开始向政治性
议题转化。”邢瑞磊指出，这种变化不仅出现在法国，而
且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尤为突出。比如，农业、电
信、经济、难民等重要议题实际属于功能性的社会议
题，但当被利益集团或是候选人拿到欧盟以及欧洲一体
化的大语境下讨论时，它们同时还涉及国家主权等问
题，就易变成一个政治议题，进而提高大众的关注度和
参与度。接下来，如何将政治议题放在可控范围之内，
法国下一任总统必须重视并尝试解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也向媒
体表示，法国内部的分歧和政治的激化已经成为一个趋
势。在这样的背景下，选出一个总统、议会并不解决问题，
未来更重要的是关注法国内部社会、经济改革的发展趋势。

而对于欧盟来说，最大的担忧莫过于本就步履艰难
的一体化进程是否可能再次受挫。

邢瑞磊认为，即便是“反欧派”勒庞上台，相比立
即带领法国“脱欧”，她更有可能的选择是先观望一阵英
国与欧盟正在进行的“脱欧”谈判取得怎样结果。“欧洲
一体化应该还会继续向前，但‘多速欧洲’的趋势或许
不太容易改变了。”邢瑞磊指出，无论法国大选结果如
何，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理念都将从过去强调的更快、更
深入向更公平、更合理转变。

“非常”选举迎来“终极对决”

谁来弥合“两个法国”？
本报记者 严 瑜

希望“变革”的法国国民究竟将迎来怎样一种变革？答案即将揭晓。5月7日，法国总统选
举将举行第二轮投票，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和极右翼候选人勒庞迎来“终极对决”，得票最多
者当选法国新任总统，入主爱丽舍宫。

“今年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一场选举比法国大选更为重要。”德国《明镜》周刊这样评价，并
且认为本届法国大选已远远超出“未来几年谁来决定法国政策”的范畴，将决定整个欧盟的未
来。现在，整个欧洲都在屏息等待这场“非常”选举的最终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挑战。

环 球

热 点

对于上班族来说，工作日里每天要在办公室
度过 8 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在繁忙的工作
中，能否利用科技来减缓压力、提高效率，让办
公室变得更加有趣，成了不少人关注的问题。

假如你正专心工作，却被突然打断，重新恢
复之前的工作状态一定会花费不少时间。据英国

《每日邮报》报道，美国每年因工作被打断而产生
的经济损失高达 5880亿美元。近日，瑞士苏黎世
的某电力科技公司与苏黎世大学合作，共同打造
了一款办公桌“红绿灯”，可使工作中被打断的次
数减少一半。顾名思义，桌面“红绿灯”可用不
同颜色的灯光来显示用户的工作状态：绿色为空
闲，红色为繁忙，闪烁红灯意为请勿打扰，黄色
表示用户不在座位上。“红绿灯”内置一个追踪
器，可对用户的鼠标和键盘使用情况进行监测，
记录下用户的工作日程和聊天工具的状态。设备
还配有状态分析器，将追踪器所收集到的数据进
行整理分析，可让桌面“红绿灯”掌握用户工作
的规律。

尽管在智能手机和带感应笔的平板电脑上书
写非常方便，但却代替不了在一本真正的纸质笔
记本上书写的满足感。日前，美国一家创意公司
研发出了一本“写不完的笔记本”，它结合了纸质
笔记本书写的快感与云端备份的优势。使用笔记
本配套的笔进行书写时，把安装了特定软件的手
机放在笔记本旁边，不需要点击任何拍照按钮，
软件便会自动捕捉笔记本上的页面内容，将它们
上传到云端。当笔记本写满后，还可以直接将它
放进微波炉“加热”。30秒后，笔记本上的内容就
会消失，变成一本全新的笔记本。

便利贴是很多人必不可缺的办公室用品之
一，也是常用的耗材文具。怎么样让便利贴方便
又环保？去年，韩国的一位设计师设计出了一款
智能便利贴。便利贴由智能底座与便签板组成，
使用时可用磁性笔带动便签板里的磁性颗粒排列
成字。如果有待办任务，可通过智能底座设定闹
钟。闹钟时间一到，便签板就会发光，提醒用户
开始行动。用完后将便签板放回智能底座中退
磁，闹钟就会停止。

一大波创意又人性化的科技产品，已经在不
知不觉中把办公室变得更加智能和美好。未来，
办公室也会出现更多的“科技助手”，帮助我们更
好地工作。

图为带有闹铃和灯光的智能便利贴图为带有闹铃和灯光的智能便利贴。。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抵押公司濒临破产

加有多大可能遭遇次贷危机加有多大可能遭遇次贷危机
薛可炎

数万日本民众集会数万日本民众集会
纪念纪念““和平宪法和平宪法””颁布颁布7070周年周年

日前，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
举行集会，纪念“和平宪法”颁布
70周年，抗议安倍政府的修宪企
图。在野党、学者、律师、市民团
体等日本社会各界代表在集会
上发言，表达对安倍政权的不满
和守护宪法的决心。

大图为 5月 3日，日本民众
在东京参加集会。

小图为 5月 3日，日本在野
党代表在东京参加集会。

新华社记者 马 平摄

图为法国大选候选人马克龙图为法国大选候选人马克龙 （（左左）） 和勒庞和勒庞。。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