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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当地时间20日13时30分，距离上台仅

仅过去45天，特拉斯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

政党保守党党首职务，但将继续留任至新领

导人产生。特拉斯也取代任内因病去世的

前首相乔治 ·坎宁，成为英国历史上任期最

短的首相。

权力更替如闪电
英国人都知道特拉斯有“人肉手榴弹”

的绰号，但大家没料到，这枚“手榴弹”炸得

那么早，威力那么猛。

首相任期仅仅45天，特拉斯就将“政坛

变色龙”和“人肉手榴弹”这两个绰号演绎得

淋漓尽致，政策变来变去，搅得英镑暴跌，养

老金市场震荡。

本周，特拉斯的“政坛变色龙”特征再度

展现。面对党内要求她下台的呼声，头一天

还坚称自己“是斗士不是逃兵”的特拉斯，第

二天就宣布辞职。

当着媒体的面，特拉斯强调自己是在

“经济与国际环境非常不稳定”的时候上

任。但她也承认自己无法履行作为保守党

党首的职责。

“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也是前所未有

的短暂首相任期，更是英国政坛前所未有的

危机。”英国广播公司评论道。

面对闪电般的权力更替，英国保守党当

下最要紧的，是赶紧推出新的党首，避免提

前举行大选。因为在野党已经虎视眈眈。

“英国公众应当对国家的未来有适当的

发言权。”工党领袖基尔 ·斯塔默呼吁立即举

行大选。苏格兰首席大臣尼古拉 ·斯特金也

表示：“我们必须有机会重新开始，我们需要

大选，就现在。”英国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等党

派也呼吁提前大选。

分析人士表示，提前举行大选意味着政

府又将出现几个月的停摆。这对当下面临

严峻经济、民生问题的英国来说将是再一次

伤害。对于保守党和英国民众而言，及时止

损迫在眉睫。

盘点新党首人选
现在，保守党内部已经开始盘点可能的

新党首人选。目前，前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

和曾与特拉斯竞争党首职位的前财政大臣

苏纳克是热门人选。

7月刚刚被赶下台的鲍里斯 ·约翰逊前

几天正在美国演讲捞金。他正在考虑竞争

保守党党首一职，并称让他回归“符合英国

国家利益”。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王子夔表示，尽管鲍里斯 ·约翰逊个性上

有些“招黑”，但有执政经验，且其任期内的

争议几乎不涉及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能够

给予民众相对稳定的预期。

曾带领保守党赢得大选胜利，给予约翰

逊“重出江湖”的合法性。但他能否迈过100

名议员支持的门槛，仍然存疑。因为有保守

党议员已经明确表示，倘若约翰逊复出，就

“反水”加入工党。

同苏纳克关系密切的人表示，在输掉党

首争夺后，苏纳克对入主唐宁街10号已经没

了兴趣，但他也许可以被说服。苏纳克的优

势在于，他毕业于牛津大学，修习政治、哲

学、经济，还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学

硕士和富布赖特学者，在投行工作过。尽管

在9月的党首竞争中“屈居亚军”，但英国广

播公司指出，“他在经济上被证明是正确的，

他整个夏天都在说特拉斯的计划将是一场

灾难”。保守党内许多人将他视为唯一能够

解决困境的人。

此前，英国媒体就在讨论，保守党高层

似乎有意让苏纳克，或者议会下院领袖莫当

特取代特拉斯。

按照程序，得到100名保守党议员支持

才能获得竞争党首的资格，英国国会中有

357名保守党议员，这也意味着最多会有3

名候选人。候选人提名将于当地时间24日

14时结束。

据媒体报道，保守党内负责监督选举或

罢免党派领导人的“1922委员会”希望新党

首最晚在10月28日就位。

化解困局是难题
特拉斯宣布辞职后，英镑立即上涨，又

很快回稳。毕竟，英国当下的经济困局由来

已久。《大西洋月刊》评论称，英国非同寻常

的经济危机不是现在才出现，也不能归咎于

“脱欧”。“早在‘脱欧’公投之前，英国的情况

就已经很糟。事实上，人们选择‘脱欧’的原

因之一正是经济不佳。”

王子夔认为，特拉斯败在了过于自信，

她的经济政策犹如一剂过于激进的猛药。

能源危机之下，不考虑民生的休克疗法，只

会失了民意，最终也让她的首相任期“休

克”。“能源危机是此前特拉斯与苏纳克竞选

辩论的重点，也是导致她最终辞职的导火索

之一。无论是目标激进但行动审慎的能源

结构转型进程，还是‘脱欧’后在能源议题上

不必与欧盟同步的自主权，抑或是面对‘开

卷考’的能源战略微调，英国并非没有好牌，

但怎么打是个难题。”王子夔表示，无论接下

来一任首相是谁，如何化解英国的困局，都

将是最大的挑战。

“我才4个月大的儿子已经经历了4位

财政大臣，3位内政大臣，2位首相和2位君

主。”英国天空新闻编辑艾伦 ·麦吉尼斯写

道。事实上，越来越多英国人同麦吉尼斯一

样，感受到英国政坛似乎正在“走马灯”时

代。英国人迫切需要稳定的预期。但面对

当下这个烂摊子，谁能保证下一任首相不会

又是一个“月抛型首相”呢？

本报记者 齐旭

英保守党重启党首争夺战 苏纳克与约翰逊呼声较高

特拉斯下台 谁来接手“烂摊子”
英国媒体前几天发起一项直播挑战，将首相特拉

斯的照片和一棵生菜并排放在镜头前展示，称要比比
是生菜先烂，还是特拉斯先下台？现在，答案揭晓了。

新华社上午电 美国政府19日宣布从

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1500万桶原油以

平抑油价，美国石油行业及政界人士纷纷批

评这一做法治标不治本。

这1500万桶原油是拜登3月宣布释放

的1.8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的最后一批。拜

登去年11月宣布释放5000万桶储备原油。

在这一举措宣布的最初两周，价格的确有所

回落，不过随后反弹。今年以来，美国原油

价格上涨幅度一度超过10％。

按照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1500万桶

原油不足美国市场一天的用量。眼下，美国

战略石油储备还剩大约4亿桶，是1984年以

来最低水平。由于全球经济增势较弱，美国

原油供应量难有大幅增加。

美国勘探与生产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安

妮 ·布拉德伯里说，美国近期通货膨胀高企，

民众需要应对高油价的切实方案，释放更多

储备油“只会在短期内人为压低价格”。

美国石油业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迈

克 ·萨默斯警告，拜登政府要警惕过度依赖

释放储备油这种“短期手段”，应制定健全的

长期政策。

据美联社报道，拜登拒绝承认释放原油

储备有政治考量，但近期总统支持率与油价

升降趋势成负相关，其中关联显而易见。拜

登一直将高油价归咎于外因，而把油价的任

何下跌都归功于其政策。美国共和党籍联

邦参议员马尔科 ·鲁比奥说：“我们的原油储

备不是用来赢得（国会）中期选举的。”

过度依赖短期手段 政治考量显而易见

美政府“放油抑价”方案治标不治本

新华社上午电 法国和德国官员19日

说，两国政府已将原定下周举行的部长级会

议推迟到明年1月。消息人士透露，会议延

期举行与双方在能源和防务政策方面存在

分歧有关。

上述部长级会议由法国和德国轮流定

期主持，此次会议原定下周在法国首都巴黎

附近的枫丹白露市举行。

近来，欧洲能源供应紧张、价格飞涨。

德国政府9月底宣布，将投入2000亿欧元，

以政府补贴等方式尽量平抑能源价格。这

一做法在欧盟内部引发不满。另外，德国反

对欧盟设定天然气价格上限，主张通过联合

采购、减少消费和增加供给应对能源危机。

法国却因其部分核电站停运遭遇电力短缺，

一直推动设定天然气价格上限。法国反对

重启加泰罗尼亚中部天然气管道项目，同样

引发德方不满。这条管道过境法国，连接葡

萄牙、西班牙和德国。

在防务方面，德国从美国等欧洲以外国

家采购防空系统，法国则质疑这一做法。

能源防务政策 法德分歧明显

新华社上午电 古巴外交

部长布鲁诺 ·罗德里格斯19日

批评美国对古巴数十年的贸易

禁运如飓风般“永无休止”，给

古巴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和人道

主义灾难。

罗德里格斯说，美国持续

数十年的贸易禁运已经给古巴

造成1540亿美元经济损失，其

中去年8月到今年2月经济损

失达38亿美元，是以往同期经

济损失的最高纪录。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

美国政府1961年同古巴断交，

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全面

禁运。1992年以来，联合国大

会连续29次以压倒性多数通

过决议，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

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对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为古巴应对飓风

“伊恩”灾害提供200万美元紧急援助，罗德里

格斯表示感谢，但同时强调美国对古巴“封锁

的范围或深度并没有改变”。“禁运是一场永久

性大流行，一场持续的飓风。”

联合国大会11月2日至3日将表决一项谴

责美国对古巴贸易禁运的非约束性决议，这是

古巴第30次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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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首相约翰逊（左）、前财政大臣苏纳克（中）和议会下院领
袖莫当特是保守党新党首的热门人选
②英国一家博彩机构开出几名候选人的当选赔率

③上任仅45天，特拉斯黯然宣布辞职 本版图片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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