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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近日，有“财阀

狙击手”之称的韩
国公平贸易委员会
主席金相九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强硬表
态称，如果各大财
阀集团在今年底之
前没有实现积极改革目标，那么，
政府就将“亲自动手”来帮助它们
完成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他还直接点名了三星集团、
现代集团等大财阀集团。此言一
出便引起了韩国国内舆论的一片
热议。

韩国“财阀经济”形成于特
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对于韩国这
样一个资源匮乏、国际地缘地位
关键的国家来说，有一定的合理
性。事实上，无论是为应付海外
激烈的市场竞争，还是稳定国内
的经济增长，集合了资源和政治
双重优势的财阀集团，都曾经在
韩国发挥过重要作用。

不过虽然韩国经济发展长
期依赖于各大财阀集团，但是在
连续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全
球金融危机的打击后，韩国经济
的“结构病”日益突显出来且愈
发严重。加之曾经的韩国“十大
财阀集团”竟有一半牵涉到刑事
案件，让韩国民众对这些大公司
彻底失去了信心，让韩国政府也
对它们逐渐失去了耐心。

据统计，韩国经济的七成甚
至更多都是由各大财阀集团创
造的，它们对韩国经济社会发展
资源的垄断性、控制性已经达到
了惊人地步。

其实，从金泳三时期开始，韩
国历届政府均十分重视财阀集团
改革问题，相继出台了不少的法
律政策，也不乏雷霆手段和惊人
举措。这从韩国“二十大财阀集
团”缩减为目前的“八大财阀集
团”可见一斑。

可以说，这一变化并非依赖
于市场因素或竞争所致，反倒是
韩国政府主导推动的一个结果。
尤其是在金大中时期，在亚洲金
融危机的打击下，韩国政府不惜
以“壮士断腕”的惊人举措来推动
各大财阀集团实现结构性改革，
也着实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甚至
一度使韩国经济社会发展再次步
入了成长轨道。

不过“财阀经济”早已深入到
韩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骨髓之中，

“刺激-反应式”或“危机应对型”
的改革方案只是“小打小闹”而始

终 难 以“ 伤 筋 动
骨”，触及根本。

8月2 5日，韩
国首尔中央地方
法院认定三星集
团副总裁素有“三
星集团太子”之称

的李在榕全部罪名成立，判处他
五年有期徒刑。这次对李在榕的
惩罚，被很多人认为是韩国对财
阀集团的新一轮打击。加上金相
九此番强硬的表态，似乎也让许
多人看到了从根本上制约韩国
财阀势力的希望。

不过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
实对于“个别棋子”的惩罚，并不
会真正动摇财阀集团的根本利
益。实际上，韩国的各大财阀之
间，早就通过联姻、贸易往来已
经形成牢不可破的“共同体”。另
外，虽然如今的韩国人痛恨财阀
经济，但其特殊的历史地理环
境，又决定了它离不开财阀经济
这种发展模式。

可以说，要整饬“财阀集
团”，既不让韩国经济命脉伤筋
动骨又要实现韩国经济复苏，几
乎成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
难题。如此难题，更是不太可能
通过一两次的“大手笔”和所谓
的“最后通牒”来实现。

郭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99月月33日日，，在在德德国国柏柏林林，，总总理理候候选选人人默默克克尔尔（（左左））与与舒舒尔尔茨茨进进行行电电视视辩辩论论。。

德国大选举行电视辩论
默克尔技高一筹

“最后通牒”能否
终结韩财阀经济？

英国脱欧谈判
走进“死胡同”

第三轮英国脱欧谈判在 8
月 28 日至 31 日举行。英国和
欧盟不仅在第三轮没有谈出
什么结果，而且还开启互怼模
式。英国脱欧谈判就快走进

“死胡同”。

欧式还是英式谈判？

在 6 、7 月间进行前两轮
谈判时，正值保守党政府遭遇
大选后的乱局，英国方面不得
不接受欧盟方面的谈判框架，
即英国脱欧与未来关系重组
分开来谈，并以脱欧“分手
费”、双方公民权益保护和爱
尔兰边界问题为主要议题。

英方在第三轮旧话重提，
将分手费问题和英欧未来关
系安排挂钩，大有推翻之前谈
判框架的势头。由于双方目标
差异过大，脱欧谈判从一开始
就注定不是善了之局。从英国
方面来说，保守党政府始终会
提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并行
谈判”话题实属情理之中。

因为如果按照欧盟要求
支付 1000 亿欧元“分手费”，显
然英国政府寄望于两阶段谈
判同时推进，这样“分手费”就
有了为英欧未来关系“铺路”
的作用，或许就能被民众接
受。英国代表戴维斯认为，谈
判不能只按照欧盟方式来，也
得考虑“英国方式”。

互信缺失、场外博弈不断

第三轮谈判的“无有效进
展”暴露出双方互信缺失。在
谈判之前，欧盟就指责英方绕
过自己对德、法等大国“下
手”，这无疑是犯了欧盟机构
的忌讳。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
谈判期间不辞劳苦远渡日本，更
是做足了给英方谈判团队提供支
持的场外戏，但她急于稳住英国
投资贸易格局并提前打出自贸谈
判牌的动作仍让欧盟不快。因
此，目前英方的谈判重点已经
转向试图突破欧盟设定的时间
表，并为自己争取到两至三年
的脱欧后“过渡期”。正是由于
算计不一、利益对立，双方第三
轮谈判除了在北爱尔兰与爱尔
兰之间将保持“通行自由”的共
识外，在主要议题上几乎毫无
进展，导致不欢而散。

寻求妥协才是出路

欧盟计划在 10 月下旬的首
脑会议上将对脱欧谈判进程进
行评估，如果双方都想避免对自
身最不利的谈判结局，就应当调
整谈判预案，着手重建互信并积
极寻求妥协。作为分手的双方，
一开始就谈“分手费”也的确把
现在弱势的保守党政府逼到了
要向纳税人做交代的墙角，不利
于谈判的有序进行。

为此，欧盟方面有必要对
谈判议题的优先性做出调整，
争取扩大并稳固双方共识，改
善谈判氛围，进而向其他领域
推进。而对英方来说，尽管国
内政治因素对谈判的影响将
难以避免并长期存在，但保守
党政府应当对此进行有效管
控，并对谈判投入更大的精
力。为此，英欧双方都应该多
些胸怀和担当。
崔洪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欧洲研究所所长）

文在寅启程赴俄
会晤俄蒙日首脑

韩国总统文在寅 6 日启
程前往俄罗斯，开始对俄为
期两天的访问。访俄期间，文
在寅将出席在符拉迪沃斯托
克举行的第三届东方经济论
坛，并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
及蒙日首脑。

据报道，6 日，文在寅在
抵俄后先会晤俄罗斯总统普
京。两国领导人先后举行单
独和扩大会谈。会后，两位领
导人见证两国签署重要协议
和谅解备忘录。

之后，文在寅还与蒙古
国总统哈勒特马·巴特图勒
嘎举行首脑会谈。

7 日，文在寅与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举行首脑会谈。随
后，文在寅出席第三届东方
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发表主
旨演讲，介绍韩国政府的新
北方政策蓝图，增强韩国与
东亚、亚欧大陆国家的经济
合作。 据中国新闻网

被吐槽没探访灾民
特朗普再次赴灾区

继 8 月 29 日赴得克萨斯
州视察灾情后，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 9 月２日再次前往
灾区视察，力图展示亲民形象。

特朗普 8 月 29 日前往得
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市和首府
奥斯汀视察，却被媒体吐槽，
说他没有探访灾民，在讲话中
没有表达对灾民的同情。

此次视察，他将重点放在
与灾民和志愿者会面上。在重
灾区休斯敦，特朗普和妻子走
访两处避难所，在一所收容大
约 1800 名灾民的避难所，特
朗普与受灾家庭坐在一起，给
孩子们送上填色图画书和蜡
笔。他满面笑容，逗弄孩童，轻
拍灾民肩膀，不时与周边的人
开个小玩笑，还在孩子们画在
水泥墙上的“作品”旁署上自
己的名字。

特朗普还前往路易斯安
那州莱克查尔斯市，会见了救
灾一线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向他们致谢。 据新华社

德国定于 24 日选举联邦议
会，胜负悬念并不多。3 日晚的电
视竞选辩论进一步奠定这种印
象：默克尔与主要竞争对手、社
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马丁·舒尔
茨的“舌战”算不上“精彩”，她的
表现可用“稳”字形容，没太费劲
地赢得了胜利。

从政以来，默克尔一向不是
“最佳辩手”材料。那么，她赢在
哪里？

默克尔的“最佳辩论表现”

默克尔在总理岗位上已经
工作了 12 年，这一点在辩论中显
示无遗。这次是默克尔个人“最
佳辩论表现”。

这场辩论很多时间集中于
移民议题。默克尔因为对外来移
民和难民保持开放态度备受国
内右翼阵营抨击。

然而，属于中左翼阵营的舒
尔茨在难民问题上的总原则和默
克尔分歧并不大。他自己曾经说
过：每个移民来的时候心怀对欧
洲的信任，这比金子还要宝贵。

亮眼的经济数据为默克尔
提供了反驳的炮弹：她开始第一
个总理任期时，有 500 万德国人
失业，如今只剩 250 万，足足少了
一半。至于社会保障问题，德国
今天的社保政策，正是基于社民
党总理施罗德执政时推出的“哈
茨 4”救济金改革。

稍微拉开差距的是外交政
策。舒尔茨采取攻击性姿态，抨
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屡次
用他的“推特”言论把世界推向
灾难边缘，称世界应该考虑撇开
美国、为朝鲜半岛问题找出路；
他还说假如自己是德国总理，他
会立即终止土耳其入盟谈判。

默克尔一开始对于“中断谈
判”这个选项表现谨慎，但她后

来补充说，她会与欧盟其他国家
领导商议是否能就此达成一致
立场。

默克尔虽然曾不止一次表
达过欧洲应该思考“没有美国怎
么办”的问题，但仍强调在朝核
问题上将与相关国家领导人商
谈，其中包括美国总统。

不像“角斗”，更像“二重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
中心副主任杨解朴认为，这场辩
论总体感觉对抗性不是很强，状
态比较温和。用德国媒体的话来
说，辩论中“角斗”气息很少，更
像是“二重唱”或“问答游戏”。

杨解朴说，目前默克尔支持
率领先，所以在辩论中表现只要
不逊色于舒尔茨即可，舒尔茨因
为支持率落后，必须“大赢”才能
挣来分数。总体而言，舒尔茨的
表现没能达到这个效果。

默克尔底气何在？

这次竞选是在 2015 年默克
尔政府接收 100 万中东难民、国
内安全形势趋紧、德国与土耳其
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进行的。多数
德国民众为什么会选择继续支
持并非毫无争议的默克尔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田德文说，
除去舒尔茨在从政经验和竞选纲
领方面的缺陷，最重要的原因是
默克尔 2005 年第一次当选总理以
来，德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多数
德国人认可她的执政成绩。

根据欧盟官方统计数据，默
克尔执政的这 12 年中德国经济
增幅一直高于欧盟其他主要国
家。与欧洲其他大国相比，德国
经济不仅总量最大，而且开放度
更高。德国外贸增长正在从欧盟

“内生动力”转向世界经济的“外
生动力”。

田德文说，按照德国著名学
者弗里茨·沙普夫的分析，德国
经济长期一枝独秀的原因是欧
元区建设极大地有利于德国经
济发展。这样说来，默克尔执政
成功的要诀是在欧洲经济格局
有利于德国的情况下顺势而为，
包括克服阻力坚定推进国内改
革，在欧债危机中对伸手求援的
欧元区重债国毫不手软。默克尔
在难民危机中的很多做法在德
国乃至欧洲饱受争议，但这并不
足以让德国选民忘记她执政期
间德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据新华社

叙政府军 5 日攻入叙东
部代尔祖尔市一处政府军营
地，打破了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对该市长达三年的封锁。

报道说，叙政府军当天
下午攻入代尔祖尔城内一处
被“伊斯兰国”长期围困的军
营，与营地内的政府军士兵
会合，从而打破了“伊斯兰
国”对代尔祖尔市的包围圈。

代尔祖尔省位于叙利亚
东部，与伊拉克接壤，是叙利
亚的主要产油区。2014 年以
来，该省首府代尔祖尔市长
期被“伊斯兰国”包围，被围
困的除叙政府军外还有大量
平民。长期以来，向城中提供
补给的唯一方法是空投。

据新华社

“伊斯兰国”败走
在叙最后控制区


	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