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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黑天鹅”给默克尔添堵

3月4日，德国社民党投票
批准与联盟党组成大联合政府
的协议，结束了长达5个多月的
组阁僵局，默克尔即将开启第
四个总理任期，这让整个欧洲
都长舒了一口气。但同日，意大
利议会选举结果又让本已碎片
化的欧洲政坛再蒙阴影，也给
默克尔新一届任期添堵。

与社民党联合的代价是惨
重的，默克尔不得不将新一届
政府的外交、财政这样重要的
部长职位让给了社民党，这将
对默克尔的内政外交形成较大
制约。同时，社民党入阁也将极

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推向了议会
第一大反对党的地位，默克尔
的新一届政府面临的极端政治
势力挑战有增无减。

同在3月4日，地处南欧的
意大利举行议会选举。根据5日
公布的结果，包括极右翼政党
北方联盟在内的中右翼联盟得
票最多，而同为“疑欧派”的民
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则是得
票最多的单一政党，成为最大
赢家。接下来，意大利将面临极
为漫长、复杂的组阁谈判，这一
过程甚至比过去半年德国的情
况更凶险。德国组阁是传统政
党一致排斥极右翼党派后的博
弈和妥协，即便再艰难，谈出来
的仍然是常规政府。意大利则
不同，传统政党彻底示弱，在组
阁谈判桌上掌握话语权的，是

“疑欧派”的五星运动党和中右
翼联盟中的领头羊北方联盟，

民粹主义或极右翼势力将成为
左右这个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
政局走向的决定性力量。

这不仅是意大利的难题，
更是德国、法国和整个欧洲需
要面对的难题。

在被称为“欧洲大选年”的
2017年，从荷兰、法国到奥地利和
德国，反移民/难民、“疑欧”甚至

“反欧”的极右翼政治势力纷纷
崛起，虽然都没能上台执政，但
大都已经成为各国政坛不可忽
视的一股力量。去年的量变积
累，今年在意大利形成了质变。

默克尔忙于组阁的近半年
时间里，其在德国乃至欧洲的
威信被削弱，与此同时，法国总
统马克龙“弯道超车”，快把欧
洲一体化主导者的大旗从德国
手中夺走了。当“法德核心”被
重提，欧洲一体化进程将重回
轨道时，意大利飞出的“黑天

鹅”又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默克尔要想重拾在欧洲的

领导力，一来要处理与法国“小
马哥”的微妙关系；二来更需应
对意大利的潜在变局，毕竟英
国“脱欧”已让欧盟伤了不少元
气；三是要平衡欧盟和欧元区
内部东西、南北的发展差距。

不容忽视的是，默克尔还
面临着德美关系乃至欧美关系
问题。这几天特朗普强势挥起
贸易大棒，各种加征高关税已让
欧盟决心做出反击，美欧贸易战
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德国作为
贸易大国首当其冲，毕竟德美关
系从一开始就开局不利——— 去
年默克尔做客白宫时，曾被特朗
普无视握手要求，两人更是在诸
多政治理念上相去甚远。默克尔
开启第四任期，也意味着不温
不火的德美关系恐将延续。

说到这里，不得不心疼默

克尔一下：经过去年议会选举和
艰难组阁谈判之后，她虽然仍是
德国民众心中认可的总理，但同
时也被认为该适时而退了；新一
届任期将遇到合作伙伴社民党
的更多掣肘，以及极端政治势力
的威胁；在欧洲层面，与法国竞
争和合作并行的同时，推进欧洲
一体化、欧洲防务合作等议题的
难度也因意大利政局变动而加
大；大西洋两岸貌合神离，互为
盟友不假，但经贸摩擦难以避
免，彼此关系将更加微妙……

过去三届任期里，默克尔
什么风浪没经历过？其政治经
验和手腕毋庸置疑。但在难民
问题上的决定，以及由此引发
的各类社会矛盾和安全问题，
直接导致其在去年议会选举中
付出政治代价。未来4年，内外
交困的默克尔或将更趋谨慎，
祝她好运吧。

共享经济，让她的副业变主业

随着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的发展，共享经济已经
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我们生活
的每一个角落，相信你也经常
享受到共享经济带来的便利：
出 门 叫 网 约 车 ，住 宿 用
Airbnb，最后一公里骑共享单
车……不过，国外有这么一位
女性，她称自己是“共享经济
的全职从业者”，因为她目前
享受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新
兴经济带给她的。

今年41岁的乔伊·贝恩斯
是2014年搬到澳大利亚悉尼
的，当时她在数字媒体行业工
作。但乔伊很快就意识到，这
个城市消费太高了，以她的工
资根本无法生存下去。那她是
怎么在这里生活了4年的？靠
的就是共享经济的一个个手机
软件。

发现无法在悉尼靠传统的
方式生存后，乔伊在四天内卖

掉了几乎所有的东西，把租来
的房子也退了。然后，她开始全
职给人看房，这样不但能拿到
报酬，还能让她有免费的房子
可住。

因为乔伊给人看房做得不
错，她很快就积累了良好的口
碑。现在才3月份，但雇她看房
的预约已经安排到了今年8月
底。虽然她需要不断地从一栋
房子搬到另一栋房子，但时间
上一般都能“无缝衔接”。乔伊

还收获了两个固定客户，这两
家人出门时，她会受雇去他们
家看房子、打扫卫生。万一哪天
正好没地儿住，乔伊也不慌：在
Airbnb上订个房子，就能解决
她当天的住宿问题。

乔伊不仅为他人提供服
务，还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
与别人共享。现在，乔伊没有固
定的住址，属于她的“财产”除
了一辆车，还有一只虎纹猫，而
这两项“财产”也被她租了出

去——— 她自己不用车的时候，
就把车以6澳元一小时或30澳
元一天的价格租出去；她的猫
基亚现在也被租给了一对刚刚
痛失爱猫的小情侣，他们负责
基亚的猫粮、兽医等费用，乔伊
只需要偶尔为基亚花点钱。

基亚的租期一般以一年为
期，每次给它找“养主”时，乔伊
也不含糊。她一般会“面试”6到
10个人，给他们和基亚相处的
时间，合得来的人才有资格成
为下一任“租客”。

而对于租出去的那辆车，
乔伊也不担心。在她看来，人们
用租来的车时会格外小心谨
慎，比用自己的车还仔细。正是
靠租车软件，她在买车后的第
一年就用租金还清了车贷。目
前，她所在的地区有51个人需
要用车，而可供租赁的车辆只
有4辆，所以乔伊的租车生意相
当好。如果她想用车，可车正好
租出去了怎么办？乔伊说这很
简单，“我也可以从手机软件上
租别人的。”

乔伊以前的工作年收入只
有5000澳元，现在，副业反而成
了她的主业：靠给人看房子和
出租汽车，乔伊现在每个月能

存下2000澳元（约合人民币1万
元），一年下来就是2 . 4万澳元

（约合人民币12万元）。何况，她
对目前的生活感到非常舒服：

“在我40岁出头的时候，我给自
己创造了更好的生活。其实我
的工作挺辛苦，但我觉得值。分
享你的车，分享你的房子，分享
你的宠物，但不是和你的伴侣
分享，而是与大家分享。”

读到这里，或许有人羡慕
乔伊的生活，或许有人觉得她
的生活方式只是个例，不值得
提倡。如果是以前，没有房子的
乔伊多半会成为街头的流浪
汉，但如今她不仅生活得很好，
每月还有积蓄，甚至比从事一
份正常工作过得更好。这一转
变告诉我们，正是当前网络、信
息、新经济模式的发展，让乔伊
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通过一
款手机软件，你既可以成为共
享经济的甲方，也可以去做乙
方，成为其中的参与者，并从中
获益。而这些新经济模式创造
出来的新职业，也让像乔伊这
样的人将兴趣爱好转换为谋生
的手段。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
的时代，乔伊的故事，或许可以
给我们不少启示。

虽然受到世界各国一片谴
责，但当地时间3月8日，美国总
统特朗普还是正式签署了行政
令，将于15天后对美国进口的
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征收25%和
10%的高关税。消息一出，不少
有识之士惊呼，似乎一场全球
贸易战马上就要来了。

其实，类似的全球贸易战
近90年前曾经上演过一回。巧
合的是，那一次灾难也是由一
位美国总统不顾各方警告执意
推动的，其引发的连锁反应不
仅让之前所有灾难性预测成了
真，还被认为间接引发了二战。
这就是被经济学家凯恩斯称为

“美国历史上最蠢决策”的《斯

穆特-霍利法案》。
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

署《斯穆特-霍利法案》，该法
案一口气上调了890种商品的
关税。此举宣告美国重回高关税
时代，美国报纸当时称赞该法
案：“向旧世界彻底关闭了美国
市场，将保卫美国的工农业。”但
令人遗憾的是，这句话最终只实
现了前半句，至于美国的工农
业，非但没有受到保护，反而陷
入了空前的大萧条之中。

要搞清这个和特朗普如今
思路神似的法案是咋出台的，
必须先说说美国上世纪二十年
代的情况。当时，由于机械应用
的普及，美国农业产量飙涨，产
量上去了，价格自然会下降，于
是不少美国农民觉得自己吃了
亏，将价格骤降的原因归罪于
进口农产品的涌入，要求政府
开征高关税。按说这个要求是
极其无理的——— 当时世界上最

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不就是你美
国吗？你开征高关税，别国一跟
进，都不买美国农产品，最后吃
亏最大的不还是美国自己？

可是，大部分美国农民并
没有这么宏大的大局观，而政
客们呢？他们觉得只要能忽悠
到选票，谁管将来洪水滔天？于
是，一场跨党派的要求政府提
高农产品贸易壁垒的运动在美
国南方兴起。持该主张的政客
管自己叫“农民党”，不过，后世
给他们起了一个更响亮的名
字———“民粹主义”。

按说在美国的体制下，这
样一场运动虽然能在几个州闹
得挺欢，但在联邦层面肯定会
遭到坚决抵制，毕竟国会议员
里有不少是哈佛、耶鲁的高材
生，他们应该知道这么搞是不行
的。但无巧不成书，1929年，当反
映“农民党”需求的《斯穆特-霍
利法案》刚刚被交付国会讨论

时，史无前例的纽交所股市大崩
盘发生了。经济危机的压力下，
所有美国民众都觉得政府应该
干点啥，以挽救美国经济。看上
去很“美国优先”的《斯穆特-霍
利法案》一下子成了很“政治正
确”的议题，该法案提出者之一
的霍利议员，向国会提交了一份
长达11000页的美国各界民众证
词。那意思很明白：谁反对这法
案，谁就是跟全国选民作对。

当然，美国知识界精英也
挣扎过——— 1028名经济学者联
名写信给总统胡佛，警告该法
案将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国征收
报复性关税，美国几乎所有产
业都将因丧失市场而陷入10年
以上的持续性低迷。许多企业
家也加入到反对者行列。汽车
业大亨亨利·福特将这项法案
称为“经济胡闹”，他花了一个
晚上留在白宫，苦口婆心地劝
说胡佛否决法案。但胡佛又能

做什么呢？面对汹汹民意，身为
民选总统，他总得干点啥。

于是，《斯穆特-霍利法
案》最终还是被签署通过了。法
案的影响如前所料，对美国素
来最为恭顺的加拿大率先打响
了报复的第一枪，并向其母国
英国求助，英国随即动员整个
英联邦的力量与美国开打贸易
战。随后，法国、德国、日本等国
都开始构筑自身的贸易壁垒。
据统计，1928年时世界贸易总
额已达到601亿美元，但到1938
年就骤降为246亿美元，缩水超
过60%，而这场贸易战最大的
受害者，无疑正是美国自身。

更要命的是，林立的贸易
壁垒还刺激了那些“势力范围”
较小的国家去拓展“生存空
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德
国吞并奥地利，乃至二战的爆
发，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斯穆特
-霍利法案》的间接恶果。

90年前美国卷入的那场全球贸易战

一辆车、一只猫，这是乔伊的全部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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