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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7 日，奥巴马发表讲话称，

美国将终止逾半世纪来对古巴实施的

“过时”政策，通过一系列新政策实现

两国关系“正常化”。作为全球最著名

的“冷战”遗迹，美、古的交恶始于

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1961 年两国

断绝外交关系。次年，美政府开始对

古实施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

当日，两国还互相交还了囚犯。

其中，古巴释放了已被监禁 5 年的美

国公民格罗斯。2009 年，格罗斯作为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代理商赴古开发互

联网，被古政府以“破坏古巴独立和

领土完整”为由逮捕，并于 2011 年判

处 15 年监禁。

事实上，奥巴马一直有意改善对

古关系。但鉴于格罗斯被关押在古，

美方很难做出进一步决定。2009 年，

美政府宣布解除古巴裔美国人赴古探

亲及向当地亲属汇款的限制，允许电

信公司与古签署合同。2011 年，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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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放松了部分旅游管制。2012 年，美、

古之间中断 50 多年的海上货运得到恢

复。2013 年 6 月以来，在罗马教皇的

支持与斡旋下，两国官员进行了 9 次

面对面磋商。2014 年秋，双方在梵蒂

冈敲定了换囚协议的细节。

但格罗斯当然不是奥巴马决定“破

冰”的根本原因。美国伊利诺伊理工

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罗森博格（Jonathan 

Rosenberg）告诉本刊：“较之其兄长，

劳尔·卡斯特罗处理经济问题的态度

更为灵活。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他一

直很注重经济改革。而之后的苏联解

体与古巴‘特殊时期’所带来的政治

压力，也使得开放对外招商、发展国

际贸易等经济改革更加势在必行。菲

德尔·卡斯特罗退位后，改革延续了

下来，古巴社会也经历了一些微小但

重要的政治经济调整，并逐渐与其他

拉美国家、加拿大、欧洲和东亚建立

了新型贸易与投资往来。近年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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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逐渐过渡成了小型私有企业开放、

信仰表达更为公开、对非传统生活方

式和信息资源压制更少的相对开放的

社会。许多古巴民众和领导人从中受

益，并认为国家应该更加开放。而对

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块本应由他们

尽显自然竞争优势的土地，却因种种

原因而被隔绝在了新贸易战略之外。

所以，从商业利益出发，美国商界当

然希望可依托一份回暖的双边关系来

实现禁运令解除、财政关系充分正常

化等贸易和投资往来的基础需要。”

在罗森博格看来，此政治转变也

是美政府在为明年的美洲峰会做准备。

“美国非但未成功孤立古巴，反倒拉远

了自己与其他拉美国家的距离。而随着

一些重要的拉美邻居（尤其是‘左’倾

民粹主义政府）与亚洲等地的新伙伴关

系的日益紧密，它们与美国之间的紧张

关系也日趋严重。”另外，美国的古巴

移民主要集中在佛罗里达这一选举关

键州。其年轻一代渴望与故土增强联系

的心愿也在影响着美政府的对古政策。

“短期内，我们将看到赴古美国观

光客数量的增加、美国对古出口贸易

额的适度上涨以及两国外交关系的正

式建立。”美国莱斯大学拉美政治学教

授琼斯（Mark P.Jones）对本刊说，“但

是，1996 年出台的、以强化对古封锁

的《赫尔姆斯－伯顿法》仍将是两国

关系回暖之路的主要障碍。”“双边关

系正常化应带来的各项具体改变，都

需要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来批准，

所以，不到 2016 年总统大选很难实现。

部分共和党人已对此决定表达了批评

意见，并要求停止实施。我想，‘正常

化’终将完成，只是需要较长的时间。”

罗森博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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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因对政府新近出台的紧缩

政策不满，约 12 万比利时民众走上布

鲁塞尔街头抗议。12 月 15 日，比利

时三大工会——劳工总联盟、基督教

工会联盟和自由工会总联盟联合发起

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全国罢工，导致

其国内主要交通完全瘫痪，国际机场

停止运作，整个国家“与世隔绝”。

最近，由比利时历史上最年轻的

总理、自由派政治家查理·米歇尔领

导的中右翼联邦政府为保证国家预算

赤字与欧盟要求相符，执意在未来 5

年缩减 110 亿欧元开支，并出台了一

系列紧缩措施，包括将退休金领取年

龄从 65 岁调高至 67 岁、取消预定于

明年实施的通膨加薪连动制度等。

工会认为，政府在破坏比利时的

福利制度。但政府表示，这个经数月

艰苦谈判达成的方案已无撤销余地。

目前，这个欧元区的第六大经济体增

长缓慢，2014 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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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达到0.9%，且已受到了欧盟的警告。 

比利时根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瓦尔

克（Tony Valcke）告诉本刊：“比利时

公共债务过高（约占 GDP 的 101%），就

业率过低（约 62%），各方民众和学者

其实大都同意改革，他们的分歧在于

改革方式。政府选择以削减公共支出

的方式来处理矛盾，如减少公共服务

业的雇佣率、降低在教育、文化、医

疗等方面的投资等，但因税率已经很

高，政府并不想增税。而为了不减少

收入，他们认为民众应为由政府直接

提供的服务多付些钱，比如教育、医

疗服务、儿童服务等。也就是说，民

众需要通过削减花费来促进经济增长、

增加就业岗位，所以，工会提出的问

题更多关乎政府做事方式的公平性。”

瓦尔克说，这套紧缩政策对贫困

人群和中产阶层产生了冲击，但对富

人影响甚少。就企业界而言，也是中

小型企业受影响更大，大型企业和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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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纳的税却相对较少。造成这一

现象的根本，在于“税收转移”政策的

缺失——为劳工减轻赋税的同时将此

压力转移至资本或资本收益之上：“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经合组织’都认为

比政府应在实施紧缩政策的同时转移

税收，但政府却不愿动这个脑子。”根

特大学另一政治学教授保德凯（Nicolas 

Bouteca）也告诉本刊，“征收资本税也

许无法解决所有的预算问题，因为实

施起来将会困难重重，且无法确定这

笔税收可带来多少收益，但对于工人

阶级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工会质疑政府的改革措施，在比

利时并不罕见。但此次，因国家已很

久未经历过右翼政府，所以与左翼反

对派之间的对立现象较为严重。罢工

此时已经停止，各方正在试图为这场

社会经济改革寻找折中道路。”保德凯

进而说。“接下来，工会与政府展开协

商的可能性很大，但前提是政府必须

释放‘将考虑进行税收转移’的信号，

而工会则必须准备好与政府就退休年

龄等改革细则进行谈判。若这一步无

法达成，工会就会计划在 2015 年采取

新的行动，但许多民众已经厌倦了他

们的行为，尤其是当交通、港口和商

业区遭封锁、日常生活都成问题的时

候。所以，若此次罢工未能促使政府

在近两个月内调整计划，抗议可能会

淡出。而且，政府与工会达成协议并

非毫无可能，因为执政联盟中的‘荷

兰语基督教民主党’的成员非常希望

为穷困人口和中产阶级人群‘减轻痛

苦’，而该党派也在为此承受着巨大压

力。若失去该党派的执政合作，这一

届政府是撑不起议会的多数席位的。”

瓦尔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