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做政政治治女女强强人人，，难难上上加加难难

在冷酷的政治舞台上，男
性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主角。
然而，随着社会进步，越来越多
的女性登上政治舞台，其中既
有像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前
国务卿希拉里这样的女强人，
也有像两度出任孟加拉国总理
的卡莉达·齐亚这样大起大落
的女政治家。但强人归强人，身
为女性的她们，终究有着与男

性政客不一样的一面。
美联社最近爆料称，希拉

里已经租下纽约布鲁克林区一
栋建筑的两层，用来作为总统
竞选工作的总部。实际上，关于
希拉里竞选下届美国总统的传
言由来已久，希拉里本人也频
频在不同场合释放烟幕弹，但
直到现在参不参选也没给个准
话。但政治是冷酷无情的，有了
传言也就有了对你的围观甚至
攻击，比如不久前爆出的“邮件
门”——— 希拉里任国务卿期间
违规使用私人电邮收发公务邮
件，另外，丈夫克林顿多年前的

“拉链门”丑闻也被旧事重提。
希拉里虽然呼声很高，政治资
本雄厚，但美国总统大选的搏

杀可不分男女，想入主白宫要
比当个国务卿难多了。

相比希拉里，默克尔在事
业的顶峰上已经站了许久。她
现在考虑的可不是什么续写辉
煌，而是赶紧跟老公绍尔去意
大利伊斯基亚岛休个假——— 前
一阵子，乌克兰危机、希腊债务
违约，加上德国之翼坠机事件，
已经搞得她疲惫不堪了。

早前，曾一度传言默克尔很
可能提前结束第三任期。虽然这
种说法后来不了了之，但有关她
的退休生活仍然令人期待，或许
物理学家出身的默克尔会跟丈
夫绍尔一样，与政治保持距离，
回归校园去教书搞科研。

对默克尔，我想套用刘欢的

一句歌词：你太累了，也该歇歇
了。可对孟加拉国前总理卡莉
达·齐亚来说，就没这么闲情逸
致了。自从2006年二度卸任后，她
就一直深陷贪腐官司，曾被逮捕
和限制行动。本月5日，她站上了
孟加拉国高等法院的被告席。

卡莉达·齐亚的丈夫齐亚·
拉赫曼是孟加拉国前军人总统，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场兵变中
遇刺身亡，此后卡莉达步入政
坛，并在1991年成为孟加拉国首
位女总理，2001年二度出任总理。
有趣的是，两次接替卡莉达当选
总理的（除去2006年至2008年期
间的看守政府），是该国另一政
治家族的女强人哈西娜——— 其
父是孟加拉国国父拉赫曼。

可以说，孟加拉国政坛一
直被这两位女强人代表的政治
势力所垄断。而如今，卡莉达被
孟加拉国现政府推上了被告
席，身在国外的哈西娜也被禁
止回国。不过，既然这两位头发
花白的女性能轮流坐庄，其背
后政治集团对孟加拉国政坛的
影响力，绝非判个刑或者禁止
入境就能化解得了的。

女性的确给冷酷的政治增
添了一抹亮色，但这并不足以
改变政治冷酷无情的本质，女
强人们自己也难免被裹挟其
间，最终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
得看时势，也得看个人的造化，
正所谓做人难，做女强人更难，
做政治女强人难上加难。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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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边卖卖咖咖啡啡边边上上大大学学和和上上完完大大学学卖卖咖咖啡啡
□崔滨

无论是旧时的穷书生金榜
题名当上驸马，还是现代版的
工厂保安考上清华，无不是“教
育改变命运”的不断翻版。现
在，星巴克咖啡的CEO霍华德·
舒尔茨，想把这个故事讲得更
鸡汤、更励志、更让人眼红些。

本周，星巴克宣布将花费
2 . 5亿美元，与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展开合作，为旗下员工提供在
线课程的全部学费，让他们有机
会免费获得学士学位。如此慷
慨，不禁让人感慨：想免费上大
学吗？先去星巴克卖咖啡吧。

从传统经济学角度审视，
舒尔茨的做法那是相当正确。
早在1979年，一位与他同姓的
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就基
于系统分析教育投资对农业生
产率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提
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经
由教育，让劳动者掌握更多的
知识和劳动技能，从而能在市
场上获得薪酬更高、价值更大
的工作，最终实现个人价值的
实现和社会经济的增长，西奥
多·舒尔茨因此项研究获得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

眼下全球年轻人都面临着
找工作难的挑战。国际劳工组
织(ILO)近日公布的报告显示，
受困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全
世界目前有2 . 02亿人处在失业
状态，而且未来5年失业率将继
续上升，预计仅2015年失业人

数就将增加300万。
“升职加薪不用愁，出门左

转星巴克”，就在舒尔茨畅想用
这样的口号吸引更多年轻人加
入时，由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
斯·萨默斯领衔的一份布鲁斯
金学会的重量级分析报告则狠
狠打了舒尔茨的脸。

在对比了1979年到2013年
间衡量美国人收入增长及群体
间差距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
后，经济学家们沮丧地发现：虽
然过去40年里，拥有大学学位
的人每年能比没接受高等教育

的劳动者多2万美元左右收入，
全部职业生涯能多增加40万美
元以上，但这种变化只在中等
收入以下群体中有效，而在中
高收入领域则影响甚微。

也就是说，舒尔茨让自己原
先只能在咖啡店打工的高中学
历青年上大学，可以帮助他们有
胜任更好工作的机会，从而有更
好的条件抚养子女，纾解贫困代
际传递；但想要从此走上迎娶白
富美、当上CEO的人生巅峰，仅
靠卖咖啡上免费大学还远远不
够。所以，舒尔茨看上去美好高

尚的员工教育计划，很可能最后
还是一种“毕业求职别迷茫，出
门左转星巴克”的结局。

不过，舒尔茨也用不着失
落，教育的确是改善就业的重要
方式，但同样不可或缺也更为重
要的，则是政府对经济结构和劳
动力市场的调节。而对个人来
说，究竟是边卖咖啡边上大学，
还是上了大学也只能卖咖啡，其
实都已不再重要，在艰难时世
前，无论是卖咖啡还是上大学，
只要能给你带来更美好生活的
事情，你都要努力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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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恐怖主义就像做守门
员一样，你扑救100次也没人记
得，他们只记得你没扑出的那个
球。”

——— 肯尼亚外长穆罕默德如
此评价当局在大学袭击惨案中的
应对措施。

“美国总统职务不是在两个
家族之间传递的王冠。”

——— 有意参选总统的美国民
主党人、前马里兰州长奥马利认
为，白宫不应由克林顿家族和布
什家族轮流掌控。

“他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
质问：‘拜托，诸位原本有5年时间
来支持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扮演更合理的角色，但你们没这
么做。’”

———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前
财政部长萨默斯如此评价中国提
议创建亚投行的初衷。

“希腊不是向各国伸手的乞
丐，请求他们帮助解决经济问题。
当前经济危机不仅是希腊的问
题，也是欧洲的危机。”

———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8日
在访问俄罗斯期间说。

“无法想象捷克驻美大使会
告诉美国总统应该去哪儿。我不
允许任何一名外国大使对我的出
访指手画脚。布拉格城堡对夏皮
罗大使关上了大门。”

——— 捷克总统泽曼告诉美国
驻捷克大使夏皮罗，今后不得踏
进总统府。后者此前接受媒体采
访时，对泽曼决定赴俄罗斯出席
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颇
有微词。

“尽管有人想借当前的政治
背景努力改变什么，包括将纳粹
英雄化，但他们最终不会成功。历
史不可能因政治形势而被改变。”

——— 俄罗斯总统普京6日与
二战老兵代表座谈时指出，任何
想要篡改历史的企图都不会成
功。

“没有最高精神领袖的允许，
伊朗谈判代表团不可能在洛桑同
意签订框架协议。对这一框架协
议，伊朗高层没有分歧。”

——— 一位匿名伊朗高级官员
8日对路透社表示。

“巴基斯坦大使给我打电话
的时候，我能听得出他哭了。”

——— 中国驻也门大使田琦回
国后说。此前，因也门战事，中国
驻也门使领馆暂时关闭。

“我从来不曾希望情况在一
夜之间发生全面改变，两国（美
古）关系正常化需要时日。”

——— 美国总统奥巴马9日说，
美国务院已就是否将古巴从“支
恐”名单上删除完成评估，但美方
作出最终决定尚需时日。

（赵恩霆 整理）

财富三明治

罗马俱乐部的预言错在哪里？

在我们身边，忽悠人说世界快
完蛋的末日论并不少见，但我们今
天要说个听上去特别高大上的。

话说1968年4月15日这一天，全
欧洲30多名科学家在罗马近郊的
一座别墅里开了个会。这个号称

“罗马俱乐部”的精英组织，用科
学的测算方法给全人类的未来发
展算了一卦，结论无比悲观———
他们预言，全球资源的枯竭将很
快到来，煤炭只够使用40年，石油
只够使用30年。除此之外，什么臭
氧空洞、贫富分化、水资源污染、
全球变暖等等都将在短则二三十
年、长则不到一百年内爆发，而且
个个都是能断送地球性命的绝
症。

“罗马俱乐部”把他们悲观
的预言和推理过程写成了一本
书，名叫《增长的极限——— 罗马
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
由于这帮科学家个个都是大腕
儿，他们说的话当然信者众多，
该书1972年出版后，短时间内被
翻译成3 4种文字，销售量达到
500多万册，有1000多所大学把
《增长的极限》列入教科书目录
中，一时之间可谓红得发紫。

不过，对于这样一本曾经如
此有名的书，如今知道的人却已
经很少了。原因很简单，像任何一
本预言末日的书籍一样，任你说
得再头头是道，到点了末日却没
来，自然会曲终人散。《增长的极
限》面对的就是这种命运，在它预
言人类资源即将枯竭的20世纪末，
世界各项矿产不仅没有告罄，平
均价格还下降了40%。人类文明马
照跑、舞照跳，昂首迈入21世纪，丝

毫不见要歇菜的架势。
“罗马俱乐部”的预言到底错

在哪里呢？后来有好事者对于其
报告进行了梳理，发现该报告对
于人类需求增长的大部分预测都
是准确的，他们唯一漏算的变量，
是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于新
技术的产生，20世纪末的人们已经
可以开采更多的矿产，用更小的
能耗创造更大的收益，而这些是
罗马俱乐部当年无法想象的。

由于开不出脑洞而杞人忧
天，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罗马俱乐
部并非孤例。在19世纪末，困扰大
英帝国首都伦敦最大的问题就是
马车数量的急速增长，大量马匹
每日排放的数以万吨计的马粪让
整个伦敦城臭气熏天。其实不仅
伦敦，当时西方国家的大城市都
有马粪问题。后来各国终于忍不
住了，于1898年在纽约召开了国际
城市计划会议，主题就是马粪。这

是历史上唯一一次以马粪为主题
的国际会议，但扯了半天，谁也没
想出解决方案，各国代表只好各
回各家。

然而，就在之后的短短数十
年间，这个问题用一种意外的方
式被解决了——— 原因你可能已经
猜到了，内燃机和汽车发明了，马
车本身不被需要了，马粪问题当
然也就销声匿迹了。

把伦敦马粪围城的往事与罗
马俱乐部的故事连起来读，你会
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人类总
是倾向于用既有的知识储备和经
验去预测一个隐患的发展，然而，
最终这一隐患的解药很可能却在
这些知识和经验之外。人类未来
永远在用一种你未曾想象过的方
式发展，科技所带来的问题最终
只能交由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去解
决。抱着旧时代的经验去预测未
来，也许终归只是一场杞人忧天。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星巴克咖啡CEO霍华德·舒尔茨。（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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