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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组织面前，一

个人的力量往往是弱小的。”

———“Open Leaks”创建

人丹尼尔。“维基解密”网站前

雇员丹尼尔将推出一个类似

的网站——— Open Leaks。但

丹尼尔强调，他的网站理念和

“维基解密”完全不同，Open

Leaks 将不会直接发布信息，

而是取得信息交由他人发布，

以免遭受强大的政治风暴和

法律压力。

“危机只是被延迟了，

而并没有消除。”

——— 佛罗伦萨大学历史学

家保罗·金斯伯格。14 日，意大

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政府以 3票

的微弱优势在众议院的不信任

投票中幸存。当天早些时候，意
大利参议院也通过了对贝卢斯

科尼政府的信任投票。

“支起卡扎菲的礼物，把

它搭在米拉弗洛雷斯宫(总统

府)的花园里，我要搬进去。”

———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

斯。委内瑞拉近期遭遇暴雨，

数万人逃离家园。查韦斯要求

酒店、政府办公楼、军营甚至

一些商场为灾民腾出住宿空

间，并身体力行，让 25 户在洪

灾中流离失所的家庭入住总
统府。而查韦斯打算临时搬进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送给他

的帐篷内办公。

“印度贿赂驱动型的私

有化方式将会给其经济发展

造成深远的伤疤。”

——— 美国科奈尔大学教

授埃斯瓦·普拉萨德。规模空

前的“电信丑闻”已经导致印
度议会瘫痪三周。在政治混战

之外，电信丑闻对于印度的影
响广泛而深远。亚洲开发银行

已就此向印度发出警告，印度

存在寡头政治资本主义风险。

(胥泽霞编译)

美国 《纽约时报》

在中国要注意给“面子”

西方人和中国人做生意的
时候，尊重中国人的个人感情至

关重要，要记住尊重中国人的
“面子”。“面子”就像一个社交银
行账号，你会消耗它，也可以节

省和投资它。当你让某人丢“面

子”时，他们会觉得基本的安全

感也随之消失了。

中国人关注“面子”问题具有
一定的历史根源。由于中国曾经

受到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或经济

控制，中国人不希望自己在文化

角度也被外国商人“侵略”。因而，

中国人现在拥有强烈的认同

感——— 中国“永远都不应当再回

到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欺凌的

封建时代”。所以，西方人在和中

国人做生意时显示出对中国人的
尊重，是极为重要的。

点评：人不仅要活着，更要

有尊严地活着。“面子”的阴暗面

或许是“虚荣”，但其阳光面正是

“尊严”。

英国 路透社

中国七大技术领先美国

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国
家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称，中国
在以下七大方面的技术成功领

先美国。

高压输电——— 中国已配置

世界上第一批超高压交流直流

传输线。这些线路比美国的线路

效率高，在长距离内传输的功率

更大。高速铁路——— 在 6 年内，

中国已从技术进口转为技术出

口，建成世界上最快的列车和铁

路网。先进的煤炭燃烧技术———

中国正快速部署超临界和超超

临界的煤燃烧工厂。核能源———

中国正建设 30 多座核电站，数

量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

且中国正积极研发第四代核能

技术。此外还有新能源交通工
具、可再生能源、超级计算机等

技术都超过美国。

点评：我们需要有而且可以

有更多的领先，因为我们要复兴，

因为我们曾经全面领先世界。

英国 BBC

上海中学教育世界第一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上海中学生在数学、科学和阅

读三方面的教育水平名列世界

第一。这是上海首次单独参加

OECD 每三年进行一次的考

评。这个报告每三年公布一次，

数据来自经合组织对较发达地

区近 70 个国家的约 50 万名 15

岁学生的考核测验。考试时间

为两个小时。OECD 说，上海有
25% 以上的学生展示出运用复

杂的数学思维解答难题的能

力，而 OECD 成员国的平均水

平是 3%。

点评：虽然上海的教育无法

代表中国教育的普遍水平，但上

海在数学、科学和阅读三方面的

世界第一却让饱受诟病的中国

教育有了方向和希望。

执笔 本报记者 王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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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中国

耗时一个多月的科特迪瓦总

统大选，经过两轮 PK 终于结束

了。只是严肃政治活动成了闹剧：

竟然有两个候选人都称自己获

胜，而且谁也不让谁，大有分而治

之的意味。

这两个获胜者，一个是现任

总统巴博，另一个是反对派领导

人瓦特拉。

在第二轮选举结束后，独立

选举委员会一开始宣布瓦特拉获

胜。谁知，形势变化很快，第二天，

科特迪瓦宪法委员会又宣布，现

任总统巴博胜选。

瓦特拉和巴博都有自己的合

法性，二人相继宣誓就任总统，并

且组建了自己的行政班子。眼下，

瓦特拉住在科经济首都阿比让

“高尔夫酒店”内，酒店房间就相

当于他的总统办公室。巴博控制

着科特迪瓦武装部队、国家电视

台、总统府、政府办公建筑、重要

港口以及可可和石油产区。这二

位闹得不可开交，引发了国际社

会的强烈关注。

我们暂且把国际因素放一

边。单从科特迪瓦自身来说，按理

不应该出现如此怪事。科特迪瓦

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在世界上

也属不发达国家。但是自从 1960

年独立后，科特迪瓦就学习了民

主制度，制定了宪法，规定实行总

统制。总统由普选产生，为国家元

首和武装部队统帅。到现在为止，

科特迪瓦已经学习了 50 年，经过

多次的民主选举实践，科特迪瓦

应该对选举驾轻就熟了。

从此次选举的准备、进行情

况来看，似乎也没有漏洞。据了

解，此次大选，科特迪瓦全国设立

了 2 万个投票站，共有 550 万注册

选民参加投票；竞争相当激烈，还

进行了两轮选举；为了解决选举

争端，还有宪法委员会最后裁决；

为了保证公正合理，科方邀请了

1000 多名国际观察员。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科特迪

瓦虽然拥有相对完善的选举制

度，却没有顺利的结果。当然，在

选举中，候选人有争端不少见，即

使在欧美国家也常有这种情况。

比如 2000 年美国总统大选，小布

什和戈尔争得难解难分，官司都

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最后还是

靠最高法院一锤定音，小布什成

功问鼎。失败者戈尔并没有自封

单干，而是尊重了最高法院的判

决，还礼貌地向小布什表示祝贺。

相似的选举制度，却产生了

不同的结果，其中缘由也不难理

解。科特迪瓦之所以出现如此困

局，当然有国内派别斗争、民众民

主权利意识等因素。但更重要的

是，在科特迪瓦政治精英眼里，所

谓选举制度只是他们可以随意摆

弄的工具。为了争夺政治权力，他

们可以利用各种手段操纵选举，

如果操纵不了，那就耍无赖，甚至

最后动用强力来达到自己的目

的。选举不是万能的，科特迪瓦学

到了皮毛，把精髓扔在了一边，也

难怪会出现如此困局。

科特迪瓦为何会产生俩总统

吴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