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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对对““街街头头政政治治””，，马马杜杜罗罗不不能能再再吃吃老老本本了了

3月5日，是委内瑞拉已故总统
查韦斯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当天在
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纪念活动上，
现任总统马杜罗当着众多外国政
要的面宣布了一条消息：委内瑞拉
与巴拿马断交，而且是包括政治、
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彻底断交。马杜
罗给出的理由是：巴拿马借美洲国
家组织干涉委内政，并且这背后是
美国指使的。而就在不久前，马杜

罗同样在公开场合宣布驱逐三名
美国外交官，美国则以驱逐三名
委内瑞拉驻美外交官作为报复。

仔细分析，这一轮外交风波
并不局限于纯粹的外交层面。或
者说，外交风波突起更多是因为
委内瑞拉国内局势。

2月12日，近万名学生聚集在
加拉加斯阿尔塔米拉广场，纪念
200年前这一天爆发的反殖民战
争。然而，集会的主题却不知不觉
从纪念历史变成了控诉当局。随
后，在反对党“人民意愿”党领导人
洛佩斯和一些“蒙面人”的鼓舞、参
与下，和平集会演变成暴力对抗。

由于在示威活动中曾短暂出
现过亲西方的主要反对党对手卡
普里莱斯的身影，并且示威者喊出

了“马杜罗下台”的口号，一向指责
美国密谋推翻委政府的马杜罗有
理由相信，美国人多多少少都在背
后发挥着作用。这也正是马杜罗以

“从事破坏委内瑞拉政权的工作”
为由驱逐美国外交官的原因。

正当委美关系再度紧绷之际，
巴拿马却向美洲国家组织提出开
会商讨委国内局势的建议，这显然
是在错误时间提的错误提议，不仅
犯了不干涉内政的大忌，还被认为
是美国在背后指使，马杜罗对巴拿
马的断交回应也就不难理解了。

眼下委内瑞拉的经济形势并
不乐观，去年的通胀率高达56%，是
近20年来最严重的一年。虽然石油
资源丰富，但外汇供应却严重不
足，同时商品短缺、物价居高不下，

民怨颇多。这对执政还不满一年的
马杜罗政府来说，可谓凶险。

但闹得不可开交的示威潮对
马杜罗来说也是危与机并存。就在
反政府示威如火如荼之际，亲政府
民众也在上月底开始走上街头，通
过游行集会表达对马杜罗的支持。
作为接班人，马杜罗很好地继承了
查韦斯的政治遗产，一如既往地获
得国内中下层民众的支持，拥有广
泛的群众基础。同时，由于身处“后
政治强人”时代，马杜罗也面临着
如何凝聚执政党的任务，而此次示
威中反对派的鼓噪恰好给了马杜
罗团结党内派系的机会，面对攻击
时执政党会本能地抱团回击，有利
于马杜罗继续平稳执政。

当前“街头政治”在乌克兰、泰

国、土耳其等全球多国不断涌现，
虽然不同国家出现示威潮的原因
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
看似千差万别的示威中也有共性，
即经济问题。受全球金融危机余波
影响，近年来凡是发生“街头政治”
的国家，其经济表现都差强人意，
国内经济问题丛生，存在失业率
高、物价上涨、通胀高企以及官僚
腐败等通病，导致民粹主义抬头。

如果说委内瑞拉的示威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帮马杜罗稳固了其
在执政党内的根基，那么他接下来
必须在经济上有所作为，只有这样
才能平抑示威活动、才会持续拥有
底层民众的支持，否则，一旦查韦
斯政治遗产的老本吃完了，恐怕局
面会更难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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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阅读一下与朝鲜相关的
报告。若朝鲜领导人第二天早上
起床后说‘要接手韩国’，那美国
要怎么办？”

——— 美国共和党议员格拉哈
姆批判美军大规模的缩减计划，
甚至提到了朝鲜“南侵”的可能。

“美方还应该认识到，一个崛
起的中国是对世界有益的。美中
军事合作虽然进展缓慢，但保持
稳定，两军关系正在冲破障碍取
得进展，去理解对方。”

——— 美军太平洋司令洛克利
尔5日出席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
会听证会时做上述表示。

“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受到
全球瞩目，提议设立统一准备委
员会正是为了有系统地、有计划
地为统一做准备，我们越是渴望
统一，越要做好准备工作。”

——— 韩国总统朴槿惠4日在
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提出，希
望政府能与朝鲜就离散家属交换
书信和视频会面等事宜进行协
商。

“日中两国相互依存，绝不可
走军事摩擦道路。但一些国家及
日部分团体，都在煽动两国军事
冲突，美国将第一个从中获利。”

——— 日本前外务大臣政务
官、参议院议员浜田和幸说。

“这个国家有让富人执掌公
职的传统。如果他们嫉妒她(希拉
里)通过演讲挣大钱，那他们自己
应该去做前第一夫人、前参议员、
前国务卿，看看会发生什么。”

——— 美国民主战略研究专家
希恩科普夫如此评价希拉里收益
丰厚的演讲之旅。

“中国的国防预算在增长，美
国的力量在逐渐变弱。在本地区
必须保持与中国的平衡。”

———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石破
茂6日表示应解禁集体自卫权，并
主张为了遏制军力持续增长的中
国，“将来有必要建立亚洲版的北
约”。

“奥巴马是个‘低智商总统’，
他曾对伊朗发出美国所有选择都
在桌面上的威胁。但这句话在伊
朗经常被当作笑话，特别是孩子
中也很常用。”

——— 伊朗将军马苏德·贾沙
耶里近日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威胁
发动武力打击的言论堪称“年度
笑话”。

“我相信普京有能力帮助乌
克兰人民结束其境内的极端主义
和恐怖主义，为乌克兰局势恢复
平静作出贡献。”

———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6日
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叙利
亚支持俄罗斯为恢复乌克兰的安
全和稳定所作的努力。

(赵恩霆 整理)

《日本经济新闻》：

日本被迫卷入美俄攻防战
对于安倍政府来说，乌克兰

危机并非事不关己。日本已被迫
卷入美国和俄罗斯激烈博弈的
漩涡中。美国讨论对俄罗斯的经
济制裁，日本也不得不与美欧保
持一致步调。

这种局面是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不愿看到的。因为安倍希望
加深与普京的关系，以在任期内
结束领土争议问题的谈判。安倍
的真实想法是：虽然日本将与美

欧合作，但不希望对俄态度强硬
到导致日俄关系破裂的程度。

3月3日，G7首脑声明谴责了
俄罗斯的行动。在看到美国拟定
的方案后，日本要求修改两个地
方，其中包括加入敦促所有当事
方保持自制的表述。

不过，安倍政府有可能将很
快不得不面对艰难判断。日本安
保相关人士表示，俄总参谋长于
3月内访日的日程已经确定。虽

然还未出现叫停的声音，但在危
机愈演愈烈之际，如果日本热情
招待俄方军事高层，可能招致美
欧的批评。3月19日，预定邀请俄经
济官员和企业经营者在东京举行
日俄投资论坛。如果经济制裁启
动，此举是否恰当将受到质疑。

日本已被迫卷入美俄激烈
攻防的漩涡中。如何面对俄罗斯
成为安倍外交政策需要承受考
验的问题。

点评：似乎安倍近来
的外交动作一直在走钢
丝：参拜靖国神社不仅进
一步恶化了中日关系，还
让美日关系变得很微妙，
近期自民党内部又传出美
国已经势弱，日本要搞亚
洲版北约的声音，不知美
国会作何感想。如今，俄日
关系也有出现降温的可
能。对安倍而言，可谓屋漏
偏逢连夜雨，走出困境还
需自身行得正。

●

●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阿富汗总
统卡尔扎伊仍未就《双边安全协
议》达成共识。由于卡尔扎伊拒绝
签字，奥巴马甚至威胁道：不签协
议就全面撤军。

漫画/罗杰

德国《世界报》：

西方不应“妖魔化”俄罗斯
克里米亚危机、令人震惊的

冷战卷土重来的速度和强度不
仅为解释世界政治变化提供了
大量材料，也展示了政治言论的
成果。简而言之：俄罗斯道路、俄
罗斯总统以及更多的是俄罗斯
特性本身受到了“妖魔化”和贬
低，而对一个不受欢迎的国家及
其领导人的持续蔑视是错误的，
而且是极为错误的。

七国集团国家将俄罗斯请

出去的想法是排斥和贬低的逻
辑。以对峙和强硬手段对待普京
的人会遭受失败。现在要求开启
一场冷战并回归冷战对峙逻辑的
人会发现，普京正是这方面的行家
里手。谁以抵制、取消签证和资产
冻结相威胁，谁就是在刺激对手还
击。2008年，西方在格鲁吉亚战争
中的外交可悲地失败了。

西方对俄罗斯的不理解，使
这个国家再次被孤立。这是致命

的。因此，目前外交努力几乎不
起作用。冲突升级的态势和速度
表明了后果：普京现在对西方怎
么看待自己无所谓。他已经从这
面反映自己的镜子中解放出来。
现在缺少的只是对俄罗斯情况
的理解，这个国家的行为被“妖
魔化”。普京就像一名被逼入墙
角的人，他必须得到更多拥抱。
在所有可以理解的愤怒中应透
出更多对俄罗斯人的尊重。

点评：西方貌似还就
特别喜欢妖魔化它们看着
不顺眼或挡了它们路的
人。一味地苛求俄罗斯如
何如何，为何西方不找个镜
子照照，自己这些年在北约
东扩、东欧反导等方面都做
了些什么，或许这才是俄罗
斯如今举动的根源。美国对
别国的所谓威胁做出反应，
就自认为是正当的，却不懂
得换位思考这么简单的道
理。当然，也可能懂得，只是
在装糊涂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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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阿贝赛报》：

世界经济危机进入第三阶段
2007年美国的经济危机不

过是世界危机的第一阶段，是经
济中的一部分过度储蓄和另一
部分债务积累导致的。两年后的
2009年进入第二阶段，投资者因
为欧债危机而纷纷放弃西班牙
等国家。2月，发展中国家的证券
和债券市场出现暴跌，这是危机
的第三阶段，很有可能情况会进
一步恶化而非改善，因为仍然缺
乏可持续的需求。

随着世界储蓄的增长速度高
于生产性投资，多余的收入就流

向了全世界的证券和房地产市
场，造成了这些市场的繁荣景象。
上升中的市场让人们感觉自己变
得更富有了，于是美国和南欧等
国家的中产阶级家庭就掀起了一
股消费浪潮，使自己负债累累。这
就是危机之前的世界调整供求关
系的方式。但这种情况不能持久。

到了2007年和2008年，债务
本身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全世界
的消费者已经不愿或者不能购
买工厂生产的所有商品了。由于
支持继续消费的贷款不足，平衡

供求关系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
产量，导致企业关停，劳动者失
业。这就是发生在西方但没有发
生在发展中国家的真实情况。

而发展中国家现在面临的是
富国低消费和本国高负债的致命
结合。要想使世界重获强劲的增
长，必须改变两件事情：提高家庭
收入，纠正收入不平等现象。这两
个步骤将有助减少储蓄和增加消
费。世界经济危机仍在肆虐，但现
在轮到发展中国家来为世界收入
不平等付出代价了。

点评：危机固然可分
为几个阶段，但在经济高
度全球化的情况下，谁也
无法在危机中独善其身。
发展中国家付出代价，发
达国家也不会得到好处，
反之亦然。现在的问题是
消除因危机而出现的贸
易不公平现象，不同国家
共同应对危机，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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