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2年7月8日 星期五4 国际编辑/刘畅

专家视点

■高 健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英国首相约翰逊7日在伦敦唐宁街10

号门前发表讲话说，他辞去执政党保守党党

首和首相职务，但将留任至新领导人产生。

分析人士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约翰逊

接连遭遇“聚会门”丑闻、执政党保守党选

举失利和任人不当风波三重危机，导致保

守党内要求其下台的呼声高涨。大批政府

官员的请辞让约翰逊陷入孤立，政府难以

为继，只能选择辞职。

保守党随后将展开新党首争夺战，目

前还看不出谁更有可能接班。

约翰逊表示，选举新党首的程序应立

即启动，时间表将于下周宣布。他已于7日

任命一个新内阁，他和新内阁将履行职务

直至新领导人就位。

目前尚不清楚保守党新党首多长时间

才能产生。英媒称，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

周甚至数月。约翰逊的前任特雷莎 · 梅于

2019年5月24日宣布辞职意向，6月7日正

式辞去保守党党首职务。约翰逊于同年7

月23日当选保守党党首，24日就任英国首

相。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月。

关于约翰逊的接班人，英媒列举的人选

包括苏纳克、扎哈维、贾维德和外交大臣特

拉斯、华莱士、前外交大臣亨特等。英媒称，

目前还看不出这些人中谁具有明显优势。

分析人士认为，参照上次保守党党首换

人的过程，新首相的产生有可能会经历一段

相对较长的时间。上述人选在这段时间内

的表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笑到最后。

约翰逊表示，议会里的保守党议员显然

希望有一位新党首也是新首相。导致约翰

逊辞职的直接原因是5日以来大批政府官

员辞职，而引发此次离职潮的，是卫生大臣

贾维德和财政大臣苏纳克。他们在辞职信

中指责约翰逊不称职，称对其失去信心。

英国媒体指出，财政大臣和卫生大臣

辞职对约翰逊政府“造成重创”，因为这两

个职位负责处理当前英国国内最要紧的事

务，即生活成本上涨和新冠疫情。

为迅速“止损”，约翰逊5日晚些时候任

命教育大臣扎哈维接任财政大臣、内阁办

公厅大臣巴克利接任卫生大臣。但这一改

组未能阻止政府内部的离心倾向，大批政

府官员在贾维德和苏纳克之后接连辞职。

虽然约翰逊6日曾表示不会辞职，但英媒

指出，即便他坚持不辞职，政府也无法有效运

转。舆论认为，约翰逊在政府和保守党内完

全陷入孤立，因此最终不得不选择下台。

分析人士指出，约翰逊走到今天的孤

立境地，是“聚会门”丑闻、保守党选举失利

和任人不当风波三重危机叠加的结果。

首相府和其他政府部门曾在疫情期间

违反防疫规定聚会，约翰逊连续数月因这

一丑闻面临来自反对党和保守党内部的辞

职压力。5月中旬，伦敦警察局宣布结束有

关“聚会门”事件的调查，并开出共计126张

罚单，涉及83人。约翰逊由此成为英国历

史上首位在职期间违反法律的首相。

就在“聚会门”丑闻的影响持续之时，

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又接连在5月地方选

举和6月议会下院补选中遭遇失败，要求约

翰逊下台的呼声进一步高涨。

6月底，约翰逊任命的高官平彻因被曝

光行为不端辞职，引发舆论对约翰逊是否

明知其品行仍委以重任的质疑。7月5日下

午，约翰逊为任人不当而道歉，但这未能平

息要求他下台的新一波声浪。

此外，英国通胀率高企，民众普遍对政

府应对物价上涨不力不满。这也被认为是

保守党人不愿接受约翰逊的原因之一。

新华社记者 杜鹃 许凤
（据新华社伦敦7月7日电）

保守党将展开新党首争夺战，谁能接班尚难预料

约翰逊辞去英国首相职务

7月7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伦敦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辞职讲话后返回室内。 新华社发

英国首相约翰逊7月7日宣布辞去保守

党党首与首相职务，这意味着约翰逊将无

法完成他的首相任期，成为特蕾莎 ·梅之后

又一位中道折戟的英国政客。

自2016年“脱欧”以来，英国政坛要员

更迭频繁，这是英国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

发展叠加效应下的必然结果，深刻体现了

美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治理与经济发

展中的结构性矛盾。

约翰逊是英国政治生活空
洞化的缩影

约翰逊承诺辞去首相，好比靴子终于

落地，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与梅相比，约

翰逊的确具有强烈的个人表演色彩，他对

英国政治缺乏真正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没

有于危局中力挽狂澜的政治素养。在约翰

逊执政期间，机会主义彻底替代了政治生

活的严肃性，也在很大程度上矮化了英国

的国际形象。“聚会门”事件令约翰逊内阁

的公众形象大受损伤，如果不是俄乌冲突

爆发，约翰逊很有可能撑不到现在。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过分强调约翰逊

政治命运发展的个人因素不足以解释他为

何最终被保守党抛弃。英国政坛今日之乱

局，不是自约翰逊开始，也绝不会因为约翰

逊下台而终结。

事实上，自2016年英国“脱欧”这一黑

天鹅事件以来，英国政府在本质上失去了

构建面向未来的方向感，混乱与无序是英

国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自“脱欧”以来，

英国社会的民生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

反而因为新冠疫情的发展愈发严重。然

而，保守党政府并没有拿出解决社会民生

问题的良策，或者说与真正推行有效解决

问题相比，政客们更加热衷于慷慨激昂的

议会辩论与政治作秀。政治生活的空洞化

与形式化，已经成为英国深入骨髓的根本

社会顽疾。

约翰逊在本质上正是英国当代政治生

活的缩影与体现。在2016年的事件中，约

翰逊是坚定的“脱欧”派，以极富煽动性的

政治演说与极具个性的政治形象赢得了党

内支持与民众兴趣。几年前，保守党抛弃

梅，主要原因是她在“脱欧”问题上没有表

现出维护英国利益的强烈意志。

约翰逊貌似在对抗欧盟这一问题上

“意志坚定”，在保守党大会上号召英国民

众彻底摆脱旧有的英欧经贸模式，构建“爱

国者经济”。事实上，对欧贸易占据了英国

对外贸易几乎一半，约翰逊本人也深知英

欧关系对于英国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与价值。政治精英辈出的英国保守党，日

益呈现民粹化的政治色彩，充分说明英国

社会今天无法出现真正敢于担当、有所作

为的政治家。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英

国政治生活的平庸化，绝不是一件偶然的

事情。

英国外交实践背弃“全球英
国”战略构架

与英国内部社会治理相类似的是，英

国外交政策同样处于艰难的选择期。2018

年，早在担任梅内阁外交大臣时，约翰逊就

提出了所谓“全球英国”外交战略，其核心

思想是，充分贯彻英国“贸易立国、商业立

国”的基本原则，构建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

区的紧密经贸关系。客观而言，“全球英

国”外交战略的确是基于现实世界发展规

律、且具有前瞻性的外交谋划，也充分体现

了英国作为资深国际事务参与者的战略素

养与水平。然而，过去四年来，英国的外交

实践根本背弃了“全球英国”的战略构架。

具体而言，当前英国外交的基本特征

是，回到后冷战时期传统美英特殊关系的

基本取向，积极充当美国全球霸权主义外

交政策的马前卒，在美西方发达国家联盟

中扮演“军师”角色，以此增强国际事务的

话语权。

以中英关系为例，约翰逊执政以来，英

国对华外交政策始终走不出冷战思维与殖

民文化意识形态的藩篱，一些保守党内的

实力派政客不遗余力地将中英关系意识形

态化，始终无法走出西方文明优越论与西

方价值中心论，对英国在华外交利益构成

了本质伤害。应该看到，这种根深蒂固的

逆世界潮流的政治势力，在英国政界不是

少数。因此，英国外交战略的发展，不会因

为约翰逊的去职而发生根本转变。面向未

来世界的英国外交需要一场真正的思想解

放，英国政界准备好了吗？

应该看到，英国依然是一个资深国际

事务参与者，其综合国力不容小觑。仅仅

就经济领域而言，英国目前人均GDP超过

4.2万美元，伦敦依然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

心之一，世界45%的外汇交易与30%的证券

交易都在此进行。英国还是全球极少数几

个拥有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定价权

的国家之一。

然而，在本次俄乌冲突中，英国不惜以

冻结、没收俄罗斯在英资产为要挟，这种经

济自残式的策略是对英国商业立国理念的

根本践踏。由此看来，后约翰逊时代的英

国政治，恐怕还有很多弯路要走。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
心主任）

后约翰逊时代的英国向何处去？

一直处于低迷徘徊状态的日本经济，在

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又经受着日元贬值、物

价上涨的压力。如今叠加俄乌冲突的影响，

更是雪上加霜，呈现出愈发疲软的状态。

日本经济承受多重考验

日本经济正在经受来自国内外的多重

因素考验。新冠疫情蔓延势头反复，严重

阻碍国内经济复苏；包括能源、食品等物价

高涨，一方面拉高了日本的通胀率，但同时

也造成新的消费低迷；美元加息、日元贬值

也正在拖累日本经济的复苏回暖。

上个月16日，日本财务省公布2022年

5月日本贸易赤字高达2.38万亿日元，远超

市场2.04万亿日元赤字的预期，使得日本

连续10个月保持着贸易赤字。这一结果严

重打击了市场的信心，要求政府尽快出台

有关拉动个人消费、降低消费税率、加强能

源补贴、支援农业生产以及节能节电的应

对措施的呼声不断。电器店老板平井对记

者表示，物价上涨导致目前没有电缆可用，

有关工程只能停摆。豆腐店老板吉住则称，

原材料涨价让他的豆腐店快难以为继了，目

前连每袋30公斤的豆子涨势200日元都觉

得难以承受，更别提据说会涨1000日元了，

到那时自己只有停业一条路可走了。

持续长达两年多的新冠疫情已对日本

国内经济造成严重打击。旅游、餐饮、制造

等行业首当其冲。此前，日本已经经历了6

次感染高峰。7日，日本全国新增确诊病例

达到45821人，较上周增加2万余人。东京

当天宣布新增确诊病例8529人，为上周同

期的2倍之多。专家呼吁“日本已经进入了

第7波感染高峰期”。据称，目前东京的新

冠病毒亚种BA.5的感染率已经超过33%，

正在成为新的主要感染病毒。

然而，经历了几轮“撒钱援助“之后，财

力不支的日本政府已经摆出一副“躺平”姿

态。内阁官房副长官木原诚二表示，目前

政府还未收到地方政府要求采取重点防疫

措施的申请，因此尚无“限制民众行动”的

考虑，但将会视情况决定是否启动鼓励民

众外出旅行的补贴政策。

央行对策捉襟见肘

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刚刚过去的6

月，作为日本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购入长期

国债超过16万亿日元，这也是该行单月最大

长期国债购入量。日本银行上次单月国债

最大购入量是2016年4月的11万亿多日元。

截至目前，日本银行共持有日本长期

国债高达528万亿日元，约占日本总计近

1000万亿日元国债的半数左右。

受美元加息等因素的影响，在国际市

场上日本国债正在遭受抛售打击，这也使

得日本长期国债的利息正在接近日本银行

所设定的0.25%的利息上限，日本银行只好

以限定利息的方式回购长期国债，逐渐推

敲自己的国债“库存”。

日本银行在政策选择方面面临巨大双

重压力，无论是收缩银根还是加息，都将

使得日本银行难以承受巨额国债所产生的

负担，更会给国内的房地产、制造等行业

带来更多的负担。目前，日元汇率已经降

低到20余年来的最低水平，日本银行目

前仍坚持采用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宁

可忍受着日元贬值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也在咬牙坚持对美“输血”，甘愿被“割

韭菜”。

高调反俄反噬经济

俄乌冲突直接导致全球市场的能源、

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摆出一副紧紧追随美国的架势，

采取了高调反俄的外交政策。然而，相关

政策正在对日本自身产生着反噬作用。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政府对俄贸易

采取了严控措施，全面停止从俄进口。关

西一位从事木材生意的企业主表示，自己

的企业成立40多年来一直从俄罗斯进口质

优价廉的西伯利亚木材。如今政府一纸制

裁令直接让他的企业陷入困境。如果开发

东南亚的供应渠道，不仅价格高出不少，而

且木材质量也得不到保障。他们公司正在

为下一步如何经营发愁。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国内油价持续

上涨，政府只能靠补贴维持市场供应。最

近日本国内电力供应紧张也增加了市场对

能源问题的关注。在岸田政府反俄立场

下，俄罗斯已将日本列为“不友好国家”。

日前，俄方宣布将“萨哈林2号”油气田收归

国有，虽然日本企业占有该项目22.5%份

额，但最后结果如何仍是未知。日本舆论

认为，这是俄对日的首轮报复行动，后面可

能会来“真格的了”。

岸田政权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经济政

策，旨在引领日本经济从收入再分配向经

济增长转型。但日本财政状况日益恶化，

岸田政府又提出了5年内将目前5.4万亿日

元的防卫预算倍增至超过10万亿日元的水

平。日本不少声音质问，为什么不能将这

些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和经济发展呢？

(本报东京7月7日专电)

疫情传播再起高峰 日元贬值物价高涨 俄乌冲突影响经济

日本经济遭遇“雪上加霜”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 ·哈贝克喊话加

拿大政府，希望加方交还德国西门子公司送修的“北溪-1”天然

气管道部件。

哈贝克6日接受美国彭博新闻社电话采访时做上述表态。

哈贝克就加拿大制裁俄罗斯的措施提出了“变通方法”。“我想要

说明的是，我不要求他们交予俄罗斯，而是给德国，”他说，“我们

心情沉重，但不得不提出这一请求。”

彭博社评论，哈贝克的这一公开呼吁“不寻常”。

“北溪-1”天然气管道东起俄罗斯维堡，经由波罗的海海底

通往德国，是俄罗斯向欧洲输气的主要管道。6月中旬，俄罗斯

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说，因西门子公司未及时向俄方交付送修

的气体压缩机组等原因，俄气被迫减少“北溪-1”输气量。按西

门子说法，部件被送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维修，但受加拿大对俄制

裁影响无法交还。德方已就此与加拿大和欧盟委员会磋商。

哈贝克希望，加方能在“北溪-1”天然气管道开始例行年度

维护前交还西门子送修的部件，以避免俄方以此为“借口”长时

间关停“北溪-1”管道。

“北溪-1”年度维护定于本月11日开始，届时管道输气将暂

停。欧洲官员担心，俄方在维护结束后继续关闭管道。

“北溪-1”输气量较6月早些时候已减少60%。眼下正是德

国储气过冬的重要时段，德国政府计划11月前把天然气库存提

升至储气能力的90%，而现在仅为62.6%。

“我们需要‘北溪-1’输气来填充库存，”哈贝克说，“这些填

充的库存不仅对德国市场重要，对欧洲市场和欧洲的（天然气）

供应安全也重要。”

俄罗斯输气量减少，迫使德国进口商以更高价格购买替代

产品。彭博社报道，德国最大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商尤尼珀公

司难以在当前局面下继续执行供气合同，已与德国政府磋商救

助相关事宜。

陈立希（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担心遭俄罗斯“断气”

德国吁加拿大交还“北溪-1”部件

法国总理伊丽莎白 ·博尔内6日宣布，法国拟将法国电力公

司全面国有化，以确保法国能源安全。

博尔内当天告诉议会，国家打算持有法国电力公司100%的

股份，“这将使法国电力公司能力增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

施必不可少的大项目，以满足我们今后的能源（供应）”。

法国政府现持有法国电力公司84%的股份，公司员工持股

1%，其余股份在机构和散户投资者手中。路透社估算，以目前

股价，法国政府收购这家公司剩余股份需要约50亿欧元。

在博尔内发言前，法国电力公司股价一度大幅下跌。她发

言后，股价应声上扬，当天收盘时上涨约15%，接近9欧元。法

国电力公司2005年在巴黎证交所上市，当时股价为33欧元。

博尔内没有说明如何实现全面国有化。

据路透社报道，法国电力公司是欧洲最大公用事业企业之

一，主要发展核电，但眼下面临诸多问题。公司在英法两国的新

建核电站项目进展缓慢，一拖再拖，预算超支数十亿欧元；公司

在法国运营的多个核反应堆已经老化，其中半数由于管道受腐

蚀等原因停运，核发电量一再削减。

另外，法国政府为避免民众生活成本飙升，要求公司打折售

电，从而进一步加剧公司财务负担。公司今年债务预计上涨

40%，超过610亿欧元。公司计划建设的新一代核反应堆需要

投资逾500亿欧元。

依据美联社说法，法国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投资核能，

去年核发电量占全国发电总量约七成，比例之高居世界首位。

王鑫方（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法国拟全面国有化法国电力公司

据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乌克

兰媒体7日援引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的话报道，乌俄

外交意义上的和谈已暂停。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7日援引波多利亚克的话报道说，目前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只有一个工作小组在进行接触，就人道主

义问题谈判。双方外交意义上的和谈已经暂停。

乌通社7日援引乌各地军事部门消息报道，俄军当天继续

对苏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等地区展

开炮击。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7日通报，过去一天，

俄空天军使用高精度导弹摧毁了乌方6个指挥所、3个弹药库、1

个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1个乌军培训中心。

俄塔斯社7日报道，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主席马特维

延科当天表示，若“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

国”举行公投，俄联邦委员会将审议其入俄问题。

俄塔斯社7日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天向记者

表示，七国集团企图为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的计划必遭失

败，俄方定能找到替代方案和方法来保证国家预算收入。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说，加里宁格勒当地政

府提议禁止通过波罗的海国家向俄罗斯进出口货物，以回应加

里宁格勒遭遇的“封锁”，“如果其他方法不起作用，这将是很正

常的做法”。

马特维延科表示，若顿、卢举行
公投，俄议会将审议其入俄问题

乌方称乌俄外交和谈已暂停

美国国防部前高级顾问卡伦 ·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告诉俄罗斯

媒体，由于缺乏训练、后勤不足以及兵力削减，乌克兰没能将西方

国家提供的武器“物尽其用”，而是把部分武器在黑市上出售。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日报道，俄国防部长谢尔盖 ·绍伊古

本周说，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出现在黑市并且流向中东地

区。乌克兰经济安全局局长瓦季姆 ·梅利尼克也向乌克兰媒体承

认，不断发现西方援乌武器和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被倒卖的案例。

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接受俄卫星社采访时说：“鉴于这些东西‘免

费’……卖掉那些用不上或不太容易使用的物资可以大赚一笔。”

她解释说：“由于缺乏训练和后勤问题，加上乌克兰陆军的

规模不断缩小，乌克兰使用这些‘礼物’的能力受限。”

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是退役美国空军中校。按照她的说法，

西方向乌克兰输送的武器中有一部分配件不齐，还有一部分装

备与乌克兰的战术或战略无法适配。一些西方武器甚至可能最

终流入俄罗斯及其盟友手中，而乌克兰有能力使用的武器最终

也可能被卖掉。

克维亚特科夫斯基还预测，一旦乌克兰人决定就停火与俄

方谈判，黑市上可能还会出现如“标枪”导弹、M270多管火箭炮

等“打击效果更好”的美国武器。

俄罗斯2月24日向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美国等西

方国家向乌克兰加速输送大批武器。美国国务院上周说，截至

7月1日，约瑟夫 ·拜登政府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近70亿美元军

事援助。 陈丹（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五角大楼前顾问称

部分西方援乌武器流向黑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