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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引发欧盟哪些思考

缅甸新政府施政９日将迎来
百日， 被称为 “百日新政” 的开
局看似平淡 ， 但实际上有板有
眼 、 有条不紊 。 从缅甸舆情来
看， 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
盟 （民盟） 政府暂无惊人之举，
但颇为缅甸民众期待。

缅新政府施政百日， 其特征
可概括为四 “平” 四 “淡”。

其一， 权力移交平顺。 尽管
得到军队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
党 （巩发党） 在大选中惨败， 但
巩发党政府和军队均表现出积极
的政治参与姿态， 平顺地向民盟
政府移交了权力， 使新政府得以
顺利运作。

其二， 军政关系平和。 尽管
军人议员在议会集体反对赋予昂
山素季实质大权的 《国家顾问
法》， 但也仅限于表明反对立场，
并无进一步行动 。 缅甸国防 军
总司令敏昂莱大将 ５月向缅甸
媒 体 公 开 表 示 ， 军 方 支 持 昂
山 素 季 正 确 施 政 ， 支 持 召 开
全国和平大会 。 作为老对头 ，
军方如此评价民盟十分难得 。

大选之后 ， 昂山素季多次会晤
敏昂莱， 并曾登门拜会前领导人
丹瑞大将。 民盟的和解姿态显然
已见成效。

其三， 精简机构平稳。 民盟
大刀阔斧裁减政府部门， 原有３６
个部被砍为２０个， 同时新设两个
部。 一开始有声音担心精简机构
造成人心动摇， 但新政府 “裁部
不裁员” 的策略稳定了公务员队
伍。 精简机构的措施颇受欢迎，
从长远看不仅可节省政府开支，
更可提高行政效率。

其四， “百日计划” 平实 。
新政府各部门都推出 “百日计
划”， 许多举措接地气 。 例如 ，
内 政 部 取 消 探 监 限 制 日 ； 外
交 部 大 幅 延 长 海 外 公 民 回 国
居 留 期 ； 农 业 部 提 高 农 田 补
助５０％并拟增９０００亿缅元 （约合
７.７亿美元 ） 农业贷款 ； 计划与
财政部把手机话费税用于国民教
育； 商业部促进对外经贸合作，
等等 。 有评论指出 ， “百日计
划” 让民众看得见、 摸得着， 因
此颇受好评。

平顺、 平和、 平稳、 平实 ，
四 “平 ” 给民盟政府 “百日新
政” 开了好头。 而从民盟政府的
施政风格看， 四 “淡” 相当程度
体现了昂山素季的个性色彩。

第一， 上台执政淡入。 民盟
大选中大胜， 民意支持强大， 但
执政后并未因此得意忘形。 民盟
高举和解大旗， 广结善缘， 广用
贤才， 低调进入角色， 避免刺激
对手， 减轻转型阵痛。

第二， 修宪目标淡化。 民盟
没有改变修宪这一重要目标， 但
仍在等待时机成熟。 尽管总统吴
廷觉就职演说和国家顾问昂山素
季缅历新年献词中继续强调修
宪， 但民盟执政后没有把修宪放
在最优先位置进行实质性推动，
只是从立法入手让昂山素季当上
国家顾问， 成为事实上的缅甸掌
舵人。

第三， 面对难题淡定。 和解
与和平 ， 是缅甸最为棘手的问
题。 民盟政府决定８月底前召开
２１世纪 “彬龙会议 ” 即和平大
会。 昂山素季深知军方和部分少

数民族武装之间的不妥协立场，
但她还是决定向前推动和平进
程。 观察人士认为， 只要和平大
会如期举行， 无论成果如何， 民
盟都能得分。

第四， 施政风格淡柔。 从目
前表现看， 民盟政府实际掌舵的
昂山素季以柔克刚， 举重若轻 。
大到政府倡廉， 小到倡改市民随
地吐嚼槟榔口水陋习， 给政府习
气和社会风气注入了清风。

缅甸新政府刚刚上路， 当下
的 “平淡” 并不意味着未来一路
平坦。 总体看， 迄今为止的缅甸
民意对民盟施政还是有利的， 但
前路漫漫挑战多多。 例如， 民族
矛盾和宗教事件不时发生； 军队
与民族武装、 民族武装之间的零
星小冲突未见消停； 美国等依然
在人权等问题上施压； 缅甸社会
内部出于不同利益和立场对民盟
政府的差评也在增多 ， 等等 。
“百日新政” 后， 民众与新政府
的 “蜜月期” 能否持续， 能维持
多久， 尚需时间证明。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巴西国会参议
院６日通过一项临时措施， 同
意发放４．２亿雷亚尔 （约合１.２６
亿美元） 的特别贷款作为联邦
政府公共卫生紧急资金， 用于
抗击埃及伊蚊及其传播的登革
热、 基孔肯雅热和寨卡病毒。

这笔资金５日已获得巴西
国会众议院批准， 将发放给科
技部、 国防部和社会保障部。
其中 ， ３亿雷亚尔 （约合９０００
万美元） 将用于为孕妇购买防
蚊用品， 成为 “家庭补助金”
计划的一部分。 ７０００万雷亚尔
（约合２１００万美元） 用于军队
抗击埃及伊蚊， ５０００万雷亚尔
（约合１５００万美元） 用于研究
寨卡病毒。

自２０１５年起， 主要由埃及
伊蚊传播的寨卡病毒在巴西等
美洲国家大范围扩散。 世界卫
生组织将寨卡病毒列为 “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并
已认可国际科学界对寨卡病毒达
成的共识， 即寨卡病毒是导致新
生儿小头症、 格林－巴利综合征
和其他神经障碍的病原体。

巴西拨1.26亿美元
抗击埃及伊蚊

新华社电 美国财政部６日
发表声明， 宣布对一批 “与践
踏人权有关联” 的朝鲜官员和
实体实施制裁， 其中包括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声明说， 美国将冻结受到
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
的资产， 并禁止美国公民与其
有商业往来。 同时受到制裁的
包括朝鲜人民保安部部长崔富
日和该部另外两名官员。

今年２月 ， 美国总统奥巴
马签署了旨在对朝鲜实施更严
厉制裁的法案。 法案要求美国
总统对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军火、 奢侈品、 洗钱、 制假及
侵犯人权等方面与朝鲜有往来
的个人或实体实施制裁。 ６月，
美国宣布将朝鲜认定为 “主要
洗钱关注对象 ”， 并采取措施
进一步限制该国进入美国金融
体系。

新华社电 英国６日公布的
伊拉克战争调查报告说， 英国
伊战决策是基于 “有瑕疵” 的
情报和评估 ， 在发动战争之
前， 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和平手
段并未穷尽。

英国官方组建的伊拉克战
争调查委员会主席约翰·奇尔科特
当天公布了这份调查报告的概要。
奇尔科特说， 英国入侵伊拉克之
前， 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
的手段并未穷尽， 军事行动并
非当时万不得已的手段。

奇尔科特说， 英国当时对
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
严重性的判断并不成立， 相关
情报并不能确定无疑地证明时
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
在继续生产生化武器。

报告认为， 英国低估了入
侵伊拉克的后果， 英国时任首
相布莱尔当时已被明确警告在
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将增大
“基地 ” 组织对英国的威胁 ，
但战争带来的风险当时并未得
到适当确认。

美宣布就人权问题
对朝鲜实施制裁

英国说伊战决策
基于“瑕疵”报告

专家呼吁 ， 欧盟应从英国
“脱欧” 事件中吸取教训， 积极
推进改革， 同时也应当加强公关
和沟通， 改善自身在成员国民众
心中的形象。

过去， “欧盟” 的概念在欧
洲很多地方并没有深入民心， 人
们由于不了解欧盟如何运 作 而
产生了很多带有偏见的看法 ，

这使得欧盟成为几乎所有问题的
替罪羊。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
究所研究员玛丽亚·德梅齐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欧盟决
策层必须向民众释放出更明确的
信息， 使他们相信 “欧洲解决方
案” 是应对成员国国内问题的更
好选择。

欧洲之友协会秘书长贾尔
斯·梅里特也认 为 ， 欧 盟 与 成
员 国 之 间 的 沟 通 需 要 改 善 。
“我建议欧盟将公关和推广部
门 私 有 化 ， 把 这 项 工 作 交 给
一 个 接 受 欧 盟 资 助 但 是 高 度
独 立 的 全 新 机 构 ， 由 专 业 媒
体人士组成。”

据新华社

缅甸百日新政“平淡”好开头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
长６日举行非正式会议
重点商讨移民问题， 期
望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
案。 分析人士指出， 英
国公投支持 “脱欧” 被
认为是对欧盟移民政策
投下反对票， 这引发了
欧盟内部对未来改革方
向的思考。 目前来看，
欧盟未来一体化趋势仍
是主流， 不太可能进行
激进变革。

对于英国 “脱欧 ”， 欧盟各
国反应不一。 目前， 大多数欧盟
国家敦促英国赶快行动 ， 开始
“脱欧” 谈判。

欧盟委员会主 席 容 克 称 ，
如果下任英国首相属于 “脱欧
派”， 最好在他被任命后立即向
欧盟提出开启 “脱欧” 谈判； 如
果他属于 “留欧派”， 希望其能
在就任半个月内提出申请， 启动
后续程序。

根据欧盟相关条约， 一旦成
员国决定脱离欧盟， 后续谈判必
须由该国政府首先提出。 目前，
不少欧盟国家领导人认为 “长痛
不如短痛”， 敦促英国尽快提出
“脱欧” 谈判申请， 避免给市场
带来持续的动荡和焦虑。

但德国总理默克尔反复重申
要保持冷静， 这表明欧盟内部目
前尚未就如何应对英国公投的后
续问题达成一致。

默克尔暗示， 她并不急于断
绝与德国最大经贸伙伴英国的关
系， 认为应给予英国一定时间来
筹划未来行动。 默克尔认为， 英
国以外的２７个欧盟成员国首先需
要冷静分析当前局势， 并在此基
础上证明 “有意愿和能力” 共同
作出正确决定。

欧盟内部就英国 “脱欧” 反
应不一， 凸显欧盟当前在一体化
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观察人士认为， 除英国 “脱
欧” 时间表外， 欧盟面临的另一
个悬而未决的议题是欧盟将何去
何从， 是继续高举欧洲一体化大
旗， 还是痛定思痛进行改革。

德国、 法国、 意大利上月重
申了推动一体化进程的决心。 而
匈牙利等加入欧盟较晚的中东欧
国家则呼吁欧盟倾听民众声音，
拿出有力措施来应对难民危机等

重大挑战。
欧洲政策中心主任法比安·

祖莱格认为， 德国、 法国等主要
大国的领导人应当尽快就如何推
动欧盟发展达成一致， 尽快恢复
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动能，“但现在
我们看不到这些大国的领导力”。

对于改革的重点， 各方态度
也大相径庭。 波兰、斯洛伐克、匈
牙利和捷克呼吁， 应在英国公投
后对欧盟委员会的权力予以限
制。法国和比利时政界人士认为，
一些立场相近的核心成员国应继

续推进欧洲按照成员国不同发展
速度，进行多级的深层次整合。而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倾向于敦促成
员国实行更严格的预算政策，这
一想法或将激怒在多年财政紧缩
后失业率高企的南欧国家。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上月所做
民调显示， 一些欧盟主要成员国
民众对欧盟的支持率暴跌。 法国
的情况最为严重， 仅有３８％的调
查者对欧盟有好感， 比去年降低
了１７个百分点。 西班牙和德国民
众对欧盟的好感也显著下降。

“脱欧”反应不一

欧盟何去何从

加强与民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