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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连营 欧债困局引发“政坛地震”

继法国媒体 11 月 8 日披露法国总统萨科齐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抱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瞎话篓子”之后，11 月 10 日，英国《每日邮报》

又曝光了他在那次私聊中称，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是“疯子”。

“这个帕潘德里欧就是个疯子，还要搞什么公投。”萨科齐说，“但其

实这是因为他已经泄气了，所以我们就别再为难他了。他早被击垮了！”

这番刻薄言论与萨科齐说以色列总理坏话皆出自 G20 峰会新闻发

布会结束后的同一次对话，当时，萨科齐和奥巴马都忘了关麦克风。他

们的谈话被记者听到走漏风声后，终被媒体曝光。奥巴马先是抱怨萨

科齐没有告诉他法国会给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赞成票，

随后两人开始谈论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我受不了他了，他是个

说谎者。”萨科齐说。而奥巴马则回应道：“你还烦了，我得天天跟他打

交道呢。”

虽然一个说法语，一个说英语，萨科齐和奥巴马的无“言”不欢还是

给双方都惹来了麻烦。

对于奥巴马来说，目前为止，似乎只是受了点儿“皮外伤”——批评

教育为主。他的言论遭到了媒体批评，共和党也抓住了“把柄”，认为奥

巴马政府开始“嫌弃”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亲密盟国，这不利于两国关系

发展。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的言论很可能让他失去一些犹太裔

选民的支持，进而危及明年大选。

“毒舌门”的罪魁祸首萨科齐就没奥巴马那么好运了，似乎已经为自

己的错误买了单。在欧盟各国因欧债困局而变得草木皆兵时，国际评级

机构标准普尔 11 月 10 日却“耍”了法国一把——先是发布调降法国 AAA

评级的消息，然后又发表声明说是错报。这起乌龙事件不仅使全球市场

情绪坐了一回过山车，更引发外界有关法国是否真会被降级的猜测。

“由于技术错误，一个关于法国评级被调低的信息被自动发布给了

一些客户。”标普当天发表声明说。

一家堂堂国际评级机构话泼出去，又想收回来，这是唱的哪一出？

是试试市场反应，还是故意恶搞法国？如此“狗血”的剧情彻底挑战了

欧洲市场的敏感神经。法兰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法国财长确认标普

“误降”后将其状告至欧洲监管部门，希望详细调查此事的前因后果。

法国被评级机构“调戏”，如果不仅仅是“技术误判”，背后又有怎

样的阴谋呢？究竟是谁想“陷害”法国呢？面对复杂的欧洲经济形势，

别说是欧洲监管部门了，就是名侦探柯南出山，恐怕也无从断案了。

不过，可以排除嫌疑的是那个被萨科齐言语中伤的希腊前总理帕潘德

里欧。11 月 11 日，他刚刚被欧洲央行前任副行长帕帕季莫斯取代。

从希腊总理宝座上退下来的帕潘德里欧此时或许正在某个角落

独自舔舐自己的伤口，目前尚无法知道他听到萨科齐对自己的看法后

会作何感受。而之前，哪怕是负面新闻，哪怕是被称为“一个令欧元陷

入危险境地的男人”，他也依然能够占据多家媒体的头版头条。

一日内变身希腊“前总理”的帕潘德里欧在最后一次电视演讲

中声情并茂地说：“希腊在我心里”。他希望传递某种乐观的信息，

即希腊经济会企稳，国家也会更强大。可是现在国家触礁，包括“逃

税”在内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他说，各方需要通力合作，一定会

不惜代价留在欧元区内。

可是，在导演了 G20 峰会期间的希腊公投闹剧后，此时出尔反

尔，“不惜代价也要留在欧元区内”的一表决心，已经让帕潘德里欧

无力回天了。10 月 31 日晚，帕潘德里欧宣布将就欧盟解决希腊债务

危机的方案举行全民公投，企图用国内政治纷争拖累 G20 国际会

议，可是，此举透支了希腊的最后一点信誉。

德法领导人和欧盟严厉回击希腊的“忘恩负义”，顿时令希腊政

府陷入政治危机。在戛纳 G20 峰会召开前夜，法国总统萨科齐、德

国总理默克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与两名欧盟主要官员

摆下“鸿门宴”，同应召赶来的帕潘德里欧紧急会晤。一个在欧盟中

长期禁忌的问题被提及：希腊还想不想留在欧盟和欧元区里。失去

耐心的德法首脑和欧盟对希腊发出最后通牒——不合作，就走人。

迫于压力，变乖了的帕潘德里欧回国取消全民公投，希腊在

G20 峰会期间被批得遍体鳞伤，所幸依然留在欧元区内，可是，帕

潘德里欧却不得不走人，带着他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最后一

个大奖——“G20 金棕榈奖”的最佳导演奖（金棕榈奖乃戛纳电影节

至高无上的大奖）。

“政坛地震”岂止发生在希腊，希腊公投闹剧在戛纳还没谢幕

的时候，G20 的注意力就已经从希腊转移到一个战略地位更为重

要的国家——意大利。前方德国总理默克尔态度强硬，后方德国

最大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却在哭诉该行因为希腊危机损失惨重，眼

下只能寄希望于意大利的改革减少损失。该行首席财务官斯特鲁

兹坚称，欧元区能否完存，就看意大利是否行动。

无奈债务病毒早已向没有抗体的欧洲核心国侵入。自 7 月份以

来，“大而不能倒”的意大利 10 年期国债利率始终维持在 6%左右的

高位，几乎是同期德国国债利率的 3 倍，市场正常融资越来越困难。

意大利将要成为希腊之后下一个被施救的对象。

可是，无论美国、英国和所有其他非欧元区 G20 成员如何抓狂，

都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主角意大利的时任总理贝卢斯科尼却很淡

定，淡定到峰会期间一场单独的“欧元区+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谈判中，贝卢斯科尼睡着了两次，意大利方面的官员不得不碰他

一下，把他叫醒。在另一场意大利方面的记者发布会上，贝卢斯科

尼在迟到半个小时后不紧不慢地拿出两页纸照着朗读起来，而主席

台下的大部分记者面面相觑，因为现场未配备同声翻译。

“不走寻常路”的贝卢斯科尼早已是丑闻缠身的名角儿，政坛上

不苟言笑，却在情色声乐中乐此不疲。曾是建筑商、传媒大亨、电讯

商，之后从政——被奚落、被质疑，却未下台；国家债务高企，被欧盟

各国群起而攻之时，他虽不怯场，却也终究“兜”不住了。

G20 峰会结束后，意大利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攀高，并突破

了 7%的警戒线，意大利可能的债务违约震动了全球，进一步加深了

投资者的担忧情绪，全球股市再度遭遇重挫。

在此背景下，贝卢斯科尼政府受到来自国内外各方的压力，遭

遇空前的“信任危机”。出席 G20 峰会的其他领导人对意大利改革

不力颇有微词，国内反对派不断指责贝氏政府克服危机能力有限，

甚至过去的同盟者也与之分道扬镳。贝卢斯科尼意识到大势已去，

便在议会通过欧盟要求意大利实施财政紧缩措施的法案后，辞去总

理职务，成为欧债危机的又一政治牺牲品。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酵至此，其影响已经超越经

济领域，正在欧洲接连引发“政坛地震”。从爱尔兰到

葡萄牙，再到希腊和意大利，不到一年的时间，深陷债

务危机的四国总理无奈提前离开总理宝座。“欧猪五

国”中，现在只剩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岿然不动”，但

其政治前景因国内债台高筑亦岌岌可危。

欧洲债务危机来势凶猛，“隔岸观火”的中国，并

未独善其身。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

任黎友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欧债虽然主要是主

权债务危机，但已经深刻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对私

营部门和个人消费影响都很大，尤其是市场信心明显

不足。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将深受其扰。

实际上，从中国海关总署 11 月 10 日公布的数据来

看，欧债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出

来。中国 10 月份出口同比增速创 8 个月新低，若扣除

春节因素，则为 2009 年 12 月以来新低，当月贸易顺差

为 170.3 亿美元，亦低于业内预期。

不过，在经历了“ 谁能救欧洲”、“ 到底要不要救

欧洲”的舆论风暴后，如何抄底欧洲的问题被搬到台

前。流动的中国资本，虽然谈不上“磨刀霍霍向‘欧

猪’”，却也已经到了摩拳擦掌、垂涎欲滴的地步。

抄底欧洲，是时候了吗？对此，黎友焕认为，欧债

危机已经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介入欧盟的机

会，就是在欧债危机最激烈的时候出手，而且手法要

灵活多样，包括收购高科技和品牌企业等，要从经济、

金融、文化、产业对接、贸易市场对接等方面全面介

入，而介入路径可以谈，而且可以寻找欧盟主动来找

我们谈的时机。

“实际上，欧洲国与国之间、各国领导与领导之间

就存在很多矛盾，各怀鬼胎、各有诉求、各有一本小

账和一个小算盘。欧债危机还将进一步演化出各国

的政权更迭危机、社会危机等。”黎友焕说，“所以，现

在摸欧洲的屁股还为时尚早，要等关键时刻再去抄

它的底。”

不过，黎友焕认为，在整个摸欧洲屁股的关键策

略 中，政 府 和 企 业 现 在 都 应 该 马 上 行 动 起 来，尤 其

是政府要改变过去僵化的对外思路，应该放手让企

业尤其是民企走在前台，避开欧美历来存在的政治

偏 见 和 政 治 阻 拦。“ 政 府 只 要 能 鼓 励 企 业 作 为 前 锋

来 摸 其 屁 股，在 背 后 从 外 汇 调 配、出 境 审 批 手 续 等

方面提供便利支持，这场摸屁股战役将胸有成竹。”

黎友焕说。

小萨：话篓子闯祸被乌龙 老帕：重压之下黯然离场 老贝：因债辞职“很受伤”

黎友焕：摸“欧猪”屁股，且慢！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一年多来，欧洲各国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经济社会矛盾

全面爆发。放眼望去，欧债灾难剧离落幕似还遥无定期，但剧中的一些重要角色，已开始

做下台和登台的更替。

11 月 11 日，希腊新一届政府内阁宣誓就职，该国资深经济专家、欧洲央行前任副行

长帕帕季莫斯替下帕潘德里欧，任希腊联合政府总理。

同样身陷危机、但因主权债务规模数倍于希腊而更令市场胆寒的意大利，其总理贝

卢斯科尼也黯然宣布让路。他的谢幕没有发表任何演讲，但却面对了千余名欢呼他下台

的民众。他只对助手说：“我深深地感到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