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01-

B
04

星
期
六

2015
.7
.4

周
刊

出品：国际新闻部 编辑：张文
设计：壹纸工作室 罗强 组版：陈华

他让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 中途岛战役，密电中的软实力B03 B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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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投出出个个未未来来
各国公投那些花样百出的事儿

□撰稿 本报记者 赵恩霆

公投有风险，投票需谨慎

既然要全民公投，就得先看看新协议
草案：国际债权人答应对希腊的现有救助
协议将再延长5个月至11月底，其间希腊
可获得4笔共155亿欧元贷款，包括6月30
日之前发放的18亿欧元贷款，但条件是希
腊将继续在国际债权人的监管下，实施一
系列紧缩和改革措施。

改革倒不怕，可“紧缩”二字在齐普拉
斯领导的希腊左翼政府看来，实在太过刺
眼。要知道，齐普拉斯带领左翼激进联盟
在今年1月赢得大选的一大因素，就是主
张结束紧缩，要求国际债权人提供更为宽
松的协议。齐普拉斯如果接受了新协议，
就等于自扇耳光，不但对不起当初给他投
票的选民，甚至还可能失去民众支持，危
及执政根基。如此这般，谈判还能谈出结
果吗？

很显然不能。可不妥协，就会出现债
务违约，希腊将在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
齐普拉斯可不想承担如此严重的责任。于
是，他祭出了全民公决这一无敌法宝，让
老百姓来做决定，无论接受还是拒绝新协
议，他都会留有一条退路。换句话说，这就
叫责任转嫁。只不过，既然是投票就存在
风险，于是，齐普拉斯一边在违约前夕对
债权人说了软话，一边又呼吁国民投票拒
绝新协议，两边都不想得罪。

齐普拉斯搞全民公投，无非是想借此
继续与债权人讨价还价。与此类似的是去
年9月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其中也有一个
发起人——— 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政
府首席部长萨蒙德。2011年5月，他领导该

党赢得苏格兰议会选举，建立自1999年以
来苏格兰首个多数党政府。随即，萨蒙德
就要求英国政府给予苏格兰地方政府更
多权力。

2013年3月，萨蒙德宣布苏格兰2014
年9月18日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苏格兰
是否脱离英国独立。随着公投日临近，英
国首相卡梅伦亲赴苏格兰发表演说：“假
如你们不喜欢我，我不会永远在这个位置
上。假如你们不喜欢现在的政府，它也不
会永远执政下去，但如果你们离开英国，
那就真的永远回不来了。”在演讲中，卡梅
伦一度情绪激动，几近哽咽。

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结果众所周知，卡梅
伦如愿挽留住了苏格兰，避免自己成为分裂
英国的“败家首相”。此后，获得连任的卡梅
伦履行了公投前的承诺，向苏格兰下放了不
少权力。虽然苏格兰独立不成，但也获得了
更多自治权限，可谓有失也有得。

然而，卡梅伦自己在今年5月又重祭
公投法宝，宣布英国将在2017年底前举行

“脱欧公投”，就是否继续留在欧盟这一问
题让民众做决定。英国之所以如此决绝，
一方面是其均势外交的传统在作祟，另一
方面则是借此表达对欧盟现有部分规则
的不满。卡梅伦或者说英国政府，希望借
脱欧公投迫使欧盟加快改革那些自己看
着不顺眼的规章制度。当然，英国脱欧公
投还要等些时日，需拭目以待。

就算走形式，公投也要搞

既然是投票，绝大多数时候都或多或
少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在少数情况下，
有些公投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2014年3
月的克里米亚全民公投就属于后者。

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2014年2

月下旬基辅局势骤然升级，接下来总统亚
努科维奇出逃俄罗斯，乌克兰东南部地区
出现反政府亲俄势力……在短时间内，克
里米亚“变了天”，亲俄地方政府掌控了当
地局势，并公开与乌克兰中央政府对着
干，就“是留在乌克兰，还是加入俄罗斯”
进行全民公投。

在反乌亲俄气氛浓厚的克里米亚，这
一公投的结果根本不用费脑筋去分析和
猜测——— 超过95%的人赞成脱乌入俄。此
后的事也众所周知了，俄罗斯顺势将克里
米亚纳入自己的版图。当然，此举导致乌
克兰危机进一步升级，并引发俄罗斯与美
欧延续至今的对峙与制裁。

2013年3月举行的马岛公投，也与克
里米亚公投很像，都属于结果板上钉钉，
要的就是个过程。当年年初，阿根廷总统
克里斯蒂娜在英国主流媒体上刊登了一
封写给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公开信，要求英
国将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
马尔维纳斯群岛）归还阿根廷。卡梅伦则
回应称不排除武力夺回马岛。两国间的这
次口水战成了马岛公投的前奏。

当前，马岛处于英国的实际控制之
下，而且英国政府还鼓动马岛就其归属问
题进行公投。岛上2600多名居民中超九成
都是英国移民或者后裔，其中1518人参与
了投票，结果不出所料，支持马岛继续作
为英国海外自治领土的比例达98 . 8%。英
国之所以乐见马岛搞公投，无非是借此来
巩固并强化对马岛的实际控制和主权要
求，靠民意来堵住阿根廷的嘴。

绝大部分公投无论结果如何，都是具
有法律效力的，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
的独立公投却是个例外。受苏格兰搞独立
公投的影响，一心也想独立的加泰罗尼亚
向西班牙政府叫板，去年初通过一份当地

作为独立的政治主体的声明，但随后被西
班牙宪法法院裁定声明无效。此后，西班
牙议会又以压倒性结果否决了加泰罗尼
亚提出要搞独立公投的法案。

在各方压力下，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
席马斯宣布，由于独立公投违宪，决定暂
时放弃2014年11月9日的独立公投。即便
如此，当地还是在那一天象征性地搞了一
次投票，结果参加公投的200多万民众中
有八成投票赞成独立。虽然结果不算数，
但这或许帮助当地政府试探了一下民意，
同时也给西班牙政府敲响了警钟。

除了闹独立，诉求还很多

当然，全民公投的议题也不仅限于闹
独立、抢领土。去年，瑞士就搞了两次全民
公投，2月的一次是以50 . 3%的微弱多数
同意了一项动议，反对以瑞士为目标国的

“大规模移民”。这意味着欧盟成员国公民
将不能自由迁徙到瑞士就业。这次公投导
致瑞士与欧盟间产生龃龉。

另一次是在去年5月份，超七成投票
者反对由瑞士工会组织提出的“保护公平
工资”动议，否决了这一全球“最高”的最
低工资标准。动议发起方要求瑞士联邦和
各州推行工资保护政策，将每小时２２瑞士
法郎（约合145元人民币）的最低工资标准
纳入法律。

也是在去年，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宣
布将在3年内就是否更换国旗举行全民公
决。目前的新西兰国旗图案主体是南十字
星座，而左上角为英国米字旗。约翰·基
说，这面旗帜代表了历史的一个时期，
新西兰早已走出了这个时代。不过，到
目前为止，新西兰还没有进行相关议
题的公投。

该来的挡也挡不住——— 6月30日大限已过，希腊没能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约16亿欧元的贷款，出现债务违约。打着反紧缩旗号上台的希腊左翼政府一方
面腰包干瘪无钱还债，另一方面又不愿接受国际债权人6月25日提出的新救助协议
草案。于是，总理齐普拉斯提出对该草案进行全民公投，时间就定在明天——— 7月5
日。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公投层出不穷，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这些花样百出的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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