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半路路杀杀出出个个波波兰兰，，欧欧盟盟有有点点乱乱

无论是过去的2015年，还是
眼前的2016年，对欧盟来说都不
怎么好过。德国内政部近日宣
布，2015年有110万难民和移民拥
入德国，预计2016年还将有100万
难民和移民试图经土耳其进入
欧洲，难民潮难以缓解。

德国批评欧盟未能采取有
效措施应对难民潮，而欧盟内部
则有声音指责土耳其未按先前
协议把难民留在土境内，以致大
量难民继续拥入。如果按照这一
逻辑继续指责下去，无疑是个恶
性循环，到头来还得怪罪于美国

和欧洲中东政策的失误。现在，
恶果衍生出的难民危机，正触发
欧盟的其他潜在分歧。

去年，当难民潮出现并危机
化之后，欧盟国家表现出截然相
反的两种态度。默克尔治下的德
国表现最大度，敞开大门迎难
民，借此彰显欧洲领导者的气
质。而以波兰为代表的几个中东
欧国家则公开“唱反调”，坚决将
难民拒之门外。巴黎系列恐袭发
生后，波兰直接宣布反对欧盟分
摊难民计划，并拒绝执行。彼时，
波兰的强硬态度已经让欧盟有
些不爽了。

波兰就难民危机公开向欧盟
叫板的同时，该国右翼的法律与
公正党在大选中强势胜出上台，
结束了较为亲欧的中间派公民纲
领党8年的执政。新政府出台了多
项反欧盟的政策，其中就包括新
媒体法和宪法法院改革。新媒体

法规定，由政府任命媒体高管；宪
法法院改革后，波兰宪法法院的
所有决定必须有2/3多数才能通
过，而之前只需简单多数。

作为欧盟第六大经济体，波
兰的这些举动让欧盟实在看不
下去了。欧洲议会议长、德国人
舒尔茨直接指责波兰的改革“违
背欧洲基础价值观”。为此，欧洲
议会将于1月19日开会讨论波兰
政府实施的新政策。

不待见欧盟的波兰，有点类
似吵吵着脱欧的英国。两国都认
为欧盟的一些规定限制了本国
主权；两国都没有加入欧元区，
目前仍然使用本币兹罗提和英
镑；两国近年来的经济表现也较
欧元区国家好很多。英国首相卡
梅伦1月10日表示，英国有可能
在今年夏天举行是否脱离欧盟
的全民公投。这么一来，欧盟颇
有点屋漏偏逢连夜雨。

难民潮还进一步加剧了欧
洲的反恐形势，巴黎恐袭事件促
使西欧多国加强戒备，包括德国
在内的多国纷纷加强边境管控，
预防恐怖分子混在难民中进入
欧洲。而加强边境管控，又有悖
于旨在方便人员自由流动的《申
根协定》，欧盟对此除了呼吁尊
重协定，也别无他法。

难民危机的次生影响也逐渐
显现，比如跨年夜德国科隆发生
大规模性侵事件，现已演变成默
克尔的一次执政危机。与此同时，
德国北部邻国丹麦、瑞典加强对
德边境管控，芬兰、瑞士、奥地利
等国也爆出类似性侵案件。这些
案件中都闪现着“阿拉伯和北非
人的面孔”，一小部分难民已然成
了欧洲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围绕欧盟改革，英国与欧盟
在博弈，新近爆发的波兰与欧盟
在政策层面的龃龉，以及持续不

断的难民潮引发的不确定性和
恐怖威胁，将导致欧盟内部政策
的协调成本大增，政策执行的效
率也会大打折扣。

相对来说，在对外关系上，欧
盟面对的麻烦倒是比内部事务少
一些，一大问题就是对俄关系。现
阶段，乌克兰危机导致的俄罗斯
与西方关系恶化，使俄欧关系在
短期内难以看到转暖迹象。而且，
美国主导的北约在中东欧地区的
军力调整和扩张行为，也会累及
俄欧关系。双边关系的冰封，对拥
有紧密贸易关系的俄罗斯与欧盟
而言都不是好事。

僵在那儿的乌克兰危机，如
同难民危机一样，短期内可能是
无解之局。这些外部矛盾，与内
生或外来问题内化后产生的矛
盾相互交织，将或多或少拖累处
于脆弱的低增长和通缩之中的
欧盟经济。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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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加加薪薪先先过过““末末位位淘淘汰汰””这这关关
□崔滨

春节将至，也到了各行各
业盘点收成，信赏必罚的关口。
职场上打拼了一年的你，是满
怀希望等待升职嘉奖，还是提
心吊胆害怕惩罚淘汰呢？但想
到全球年终奖界的门面担当大
众汽车取消了让人眼红的27个
月年终奖，国内魅族、顺丰的大
规模末位裁员，估计你心里肯
定是对绩效考评惩罚的恐惧占
了上风。

幸好，本周的一组海外财
经报道，能让你有底气跟老板
说，现在已有近10%的财富500

强公司取消了年度绩效考核，
《哈佛商业评论》、《华盛顿邮
报》和CNN财经频道都在建议
企业放弃让人神经紧张的“末
位淘汰”，代之以更灵活的激励
评估方式。

没有哪个中国企业家不知
道“末位淘汰”。这项由通用电
器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
创造的考核机制，自2000年初
传入中国以来就迅速流行，如
著名的狼性文化公司华为，以
及在2012年发出“鼓励狼性，淘
汰小资”的百度。仅在互联网行
业，那些你耳熟能详的阿里、腾
讯、滴滴等，都或多或少采取这
种绩效考评。

但在实践这项机制时间更

长的美国，像《哈佛商业评论》
这样的观察者们发现，末位淘
汰制度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
的辉煌后，其副作用开始显现，
比如加剧职场竞争和员工的心
理压力、导致职场不公、不能准
确反映员工表现、不能及时帮
助员工提高业务水平、不符合
年轻一代工作习惯等。

因此，部分跨国大公司开
始弱化甚至完全放弃传统的绩
效考核制度。像以创新活力闻
名的谷歌，就干脆连KPI业绩
指标都不设，更别提绩效考
核、末位淘汰这些摧毁职场人
情味的机制。现在，在市场环
境变化和企业转型升级的压
力下，包括微软、德勤、埃森哲

这些各领域的巨头企业，都纷
纷加入到抛弃末位淘汰、员工
评级的行列。

其实对于现在正忙着转型
创新、激发员工开拓精神的中
国企业来说，取消末位淘汰、绩
效考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
为创新需要团队通力协作全情
投入，总是得留个心眼提防业
绩被其他同事超过、自己惨遭
淘汰，怎么能有效率。

所以，在“去末位制”“去
KPI”的典型代表谷歌和小米，
企业对员工的管理不是以事后
的业绩考核为重点，而是将用
文化建设激发团队的热情、用
薪酬激励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作
为重点，给予员工参与感、成就

感，把恐惧与担忧转变成热爱
和燃烧。

相应的，尽管没有了末位
淘汰，没有了KPI，但谷歌和小
米为数众多的员工会常年主动
加班工作，因为对他们来说，工
作就像游戏，工作就是生活，我
是在玩，何来加班之说。这和华
为、腾讯等公司员工在重压下
不得不选择加班赶工的状况，
有天壤之别。

不过，这需要企业管理者
用教练和辅导员的方式去指导
团队，频繁跟进员工工作进展，
用各种方式激励他们努力工
作。对于“数字导向”的中国企
业来说，这样的管理方式变革，
远远不是简单的取消“末位淘
汰”就能完成的。

比如，现在大多数公司的
员工晋升、奖金分配、薪酬调
整、人才识别，就都是以绩效考
核为基础建立的。至于像“末位
淘汰”这样简单粗暴直接的竞
争机制，更是直接代替了企业
文化建设，成为悬在每个员工
头上无形的利剑。

回到开头那个话题，在眼
下经济发展不确定因素增加、
市场竞争环境日益激烈时，想
要保住工作，甚至升职加薪，还
是先想办法让你的老板转变

“指标就是一切”、“淘汰就是动
力”的管理理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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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抛出敌人在变强、美
国在衰落的论调。但实际上，美国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遥
遥领先。没有国家胆敢攻击我们
或我们的盟友。”

——— 美国总统奥巴马12日晚
发表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讲
时说。

“欧盟正在走向进一步一体
化，这条道路英国‘不会也不应该
走’。英国如果继续以现有条件保
持欧盟成员资格，将有‘灾难性后
果’。”

——— 英国保守党内阁大臣、
下议院领袖、枢密院议长葛瑞林
14日说。

“这张更好，之前的太丑”
——— 美国人皮尤因缺席酒驾

案审理，涉嫌破坏公物和纵火被
通缉，但他觉得自己在通缉令上
的照片太丑，竟将自拍照发给警
方。于是警方将新照片一同发布
了出来。

“虽然目前没有已知的威胁，
但2013年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的
超级火球和最近万圣节‘幽灵’小
行星与地球擦身而过都提醒我
们，为什么要时刻保持警惕。”

———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新
成立了一个行星防御协调办公
室，用来确保任何近地天体不会
进入地球大气层之内，保护地球
免遭毁灭性撞击。

“巴沙尔从来不是我们的敌
人。他的确是个残忍的独裁者。世
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不能把
他们都干掉。”

——— 美国前国防部长哈格尔
12日表示，在解决叙利亚乱局时，
美国不应被“巴沙尔必须下台”的
想法绑住手脚。

“托安保柿子干的福，安保国
会去年也闯过来了。”

———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4日
在官邸试吃福岛县伊达市特产柿
子干，因为这种柿子干的日语名
字发音与“安保国会”相同，安倍
感慨闯过“安保国会”。此言一出
立即遭到在野党批评，纷纷指其
发言很没水准。

“与其他人不同，我不需要财
政顾问，也不要钱袋子。我这辈子
赚的已经够多。此外，我可以说，
我在慈善上已花了数亿格里夫纳

（乌克兰货币）。”
———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14

日在年初大型记者会上回答提问
时意外陷入窘境：他突然忘记“钱
包”一词的乌克兰语怎么说，不得
不转向身旁的秘书小声求助，在
对方大声提醒下才想起如何用母
语表述。有意思的是，波罗申科在
询问秘书时用的是俄语。

（赵恩霆 整理）

咱们周边的那些“2+2”
12日，美国、菲律宾两国外

长、防长在华盛顿举行“2+2”会
谈。而就在几天前，日英两国在
东京举行“2+2”会谈。另外，上个
月，日本与印尼首次启动“2+2”
机制。那么，“2+2”到底是什么？
对两国关系而言有什么意义？周
边那么多“2+2”都是什么来头？

“2+2”到底是什么

“2+2”，简单来说，就是外交
部长级和国防部长级官员共同
参与的双部长会谈。由于外长与
防长两个职位的特殊性，“2+2”
普遍商讨的是外交和安全等层
面的话题。

环顾周边，这些“2+2”机制还
真不少。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这
三个传统盟友之间互有“2+2”机
制。韩国与美国、澳大利亚之间也
存在“2+2”对话，日本2015年年初
和年末分别与英国和印尼启动“2

+2”机制，而美国2012年与菲律宾
首次举行“2+2”会谈后，于本月12

日举行第二次双部长会晤。
有分析人士称，“2+2”会谈一

般常见于盟友之间，抑或关系相
对亲密的国家之间。当然，如果两
国间有重大事项需要在外交和安
全领域展开协调，也有可能存在

“2+2”机制，比如美国与俄罗斯之
间、日本与俄罗斯之间。

亚太三角：美日澳

说起周边的“2+2”机制，必
须提到由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
组成的亚太三角同盟。

在亚太地区，美国和日本有
共同的盟友澳大利亚。三国近几
年来互动频繁，不仅表现在“2+
2”机制上，还体现在频繁的军演
上。美国重返亚太后，相当重视
与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双边安全
合作。

有西方媒体解读，美国当前
的绝对实力下降，在亚太再平衡
战略实践过程中，希望盟友能承
担更多责任。当然，澳大利亚和日
本两个在地理位置上几乎“南北
对称”的太平洋国家是上上之选。

而在日本看来，在深化与美
国同盟的同时，希望深化与澳大
利亚的防务合作，一方面增加制
衡中国的资本，另一方面达到日
本军备走出去的目的。

最活跃的身影：日本

环顾周围不难发现，近几年
来，尤其是安倍晋三政府上台后，
日本尤其热衷构建“2+2”机制。

2015年1月，日本与英国在
伦敦首次举行外长和防长会晤。
本月，双方又在东京举行第二次

“2+2”会议，针对中方在南海的
合理活动发出所谓联合声明，并
围绕钓鱼岛话题展开讨论。2015

年12月，日本与南海域内国家印
尼首次启动“2+2”机制，同时启
动装备及技术转移协定谈判，对
外宣扬的目的是“为构筑地区和
平做出贡献”。

其实，在有日本外长和防长
参与的“2+2”会谈中，南海、钓鱼
岛、海事安全等话题都已是陈词
滥调。甚至，在与俄罗斯外长拉
夫罗夫和防长绍伊古的对话中，
日方也曾就所谓中国增强军力
和建设远洋海军进行说明。只
是，俄罗斯并没有对此表态。俄
方曾表示：“就中国问题，相信日
本很清楚俄罗斯的立场。”

其实，有分析人士认为，日
俄之间之所以存在“2+2”，更多的
是为协调双方在南千岛群岛（日
本称北方四岛）上的领土争端，且
对话至今未有进展，而一些日媒
笔下的日俄关系越走越近、制衡
中国等表述实难自圆其说。

据新华国际

涨知识

财富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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