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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黄英贤发布了一份媒体通告，声明
从即日起，澳大利亚政府推翻上届
莫里森政府将西耶路撒冷作为以色
列首都的决定，恢复澳大利亚在此
前长期持有的立场，即耶路撒冷的
最终地位应当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人民通过和平方式进行协商来决
定，坚持主张“两国方案”。
这是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后，

第一次公开与美国政策相左。而这
意味着什么？

当年决定为博私利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冲突

最主要的症结之一。可是2017年
12月6日，为回报和进一步拉拢美
国部分亲以色列的选民，时任美国
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
色列首都。15天后，联合国大会以
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认定任何宣
称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决定和行动
“无效”。

然而，美国无视联合国的决议，
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于2018年5
月14日开馆。7个月后，时任澳大
利亚总理莫里森“跟风”宣布澳大利
亚承认西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莫里森“跟风”主要出于国内和

国际两个动机。在国内方面，当时
悉尼的温特沃斯选区正在进行联邦
议会议员的补选。温特沃斯选民中
犹太裔人口较多，而莫里森为该选
区提名的正是前澳大利亚驻以色列

大使戴夫 ·夏尔玛。在选举的紧要
当口匆忙宣布事关西耶路撒冷地位
的决定，莫里森明显是出于党派之
争的政治动机，为了强化澳大利亚
自由党内莫里森所属的派系利益。
在国际方面，莫里森则希望借

此向特朗普效忠，博取美国的好
感。特朗普宣布关于耶路撒冷的决
定之后，当时世界上支持这一决定
的只有危地马拉和科索沃。在莫里
森看来，能在这个“关键时刻”为特
朗普送上一场“及时雨”，势必能够
换得华盛顿的青睐。而他的“一片
好心”换来的是阿拉伯世界以及澳
大利亚的邻国、世界上最大的穆斯
林国家印尼的猛烈抨击。甚至，此
举也没有博得以色列方面的欢心。
因为以色列主张拥有整个耶路撒
冷，而不只是西耶路撒冷。

如今动作耐人寻味
如今，澳大利亚新政府在耶路

撒冷地位问题上“不再跟风”，一方
面是为了兑现竞选期间的承诺。目
前，澳大利亚国内的穆斯林人口为
65万，新当选的工党政府自然不愿
食言，甚至更希望借这个动作最大
程度地争取他们的支持。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新政府的

内政外交也逐渐显露出改变之意。
在外交上，阿尔巴内塞政府展现出
的积极主动姿态甚至有些出乎人们
意外，不但在周边南太岛国接连出
访，更是远赴欧洲、美国和日本参与
国际会议和重大国际活动。
虽然从整体来看，目前澳大利

亚的对外政策仍与美国的“印太战
略”紧密对接。但堪培拉似乎也流
露出些许与美国战略“松绑”的迹
象。阿尔巴内塞政府在耶路撒冷问
题上的动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美以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关

键基石之一。在耶路撒冷定位的问
题上与美国公开分道扬镳，澳大利

亚的外交政策是否能够就此走向更
大的独立性？这显然耐人寻味。
自2017年年中以来，当时的澳

大利亚政府为呼应美国的“印太战
略”，不遗余力地跳到遏华反华战线
的前沿，令原本互惠互利的中澳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
两国关系降至建交以来的最低
点。阿尔巴内塞政府上台以来，中
澳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发生松动，两
国恢复了部长级会谈。但也需要看
到，一些澳大利亚政客近来依旧在
渲染所谓“威胁”，甘愿充当美国的
“马前卒”。

中方已明确表示，希望澳方能
理性看待中国以及中国的和平发
展，本着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
益，和中方相向而行，使两国关系回
归正轨。而澳大利亚方面是否能够
以独立自主外交为原则，采取切实
行动改善对华关系，国际社会也拭
目以待。

深
海评 澳大利亚开始对美“战略松绑”？

问：苏纳克出任新首相后，能否
阻止英国政府更迭逐渐“日本化”？
答：如果说英国政府任期相对较

长真的是一种“传统”，那么这种传统
出现的时间非但不长，而且也有偶然
性。是否要回归这种“传统”，更大程
度上是取决于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
是否能如预期那样团结全党并解决
困局。鉴于英国最迟在2025年1月
就要进行大选，即便苏纳克有能力坐
稳相位，15个月后也要经历大选的考
验。他的表现能否满足民众预期？
目前尚有不确定性。
近期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称

呼英国的现状为“英大利”（Britaly），
意指两国都出现了政府高层频繁换
人的情况。这种局面确实很容易让
人联想起日本政坛在二战之后频繁
更换首相的情况。不过，英意日三国
情况各有不同。意大利的高层变动
与该国政治分权层次多且复杂有
关。若以实现“众人之事众人议”的
目标来看，意大利人不会认为政府上
层的更换是什么负面现象。就日本
的情况而言，战后有不少首相的任期
很短，但与之并行的是自民党对权力

的长期垄断。自民党内更换领导人
有时是派系斗争的结果，但并未破坏
自民党对权力的垄断。
与其说是英国政治的“日本化”

或“意大利化”，不如说是保守党在面
临危机时依然采取了“应换尽换”的
策略，尽最大可能避免提前大选。这
种做法虽然体现出了保守党对民意
的关注和反馈，但没有经历过大选的
首相在英国选民心里的合法性都很
低。何况苏纳克是在没有竞争对手
的情况下自动当选的，且他的政策偏
向干预，与保守党的意识形态有一定
差距。虽然从保守党上层的角度来
看，尽快选出新首相可以让国家事务
回归正轨，团结党员，但可能就连保
守党党员都会质疑苏纳克赢得太轻
松。7月进行的保守党领导人改选表
明，保守党党员对于首相的意识形态
的关注大于对其个人能力的关注，这
也是特拉斯会被选上台的重要前
提。而保守党议员的看法则刚好相
反。此轮党内领导人选举将参选门
槛提高到100位议员提名，几乎就是
为了“保送”苏纳克当选，避免他在党
员投票的环节再度折戟。

目前被保守党认定为有能力和
凝聚力的苏纳克是不是保守党的“大
救星”？抑或是不小心开启提前大选
的“上帝之手”？还是单纯为了让苏
纳克回来收拾烂摊子？虽然此次支
持苏纳克的保守党议员们表示对他
有信心，但他们好像忘记了如今英国
高通胀的根源之一，就是苏纳克在疫
情期间身为财政大臣提出的补贴政
策。在今年夏季之前，苏纳克本有足
够多的机会来采取措施，尽可能降低
英国经济在第四季度衰退的程度，但
他当时并没有力挽狂澜，反而促成了
约翰逊下台，对政坛动荡推波助澜。
即便苏纳克找到了解决困境的

方法，英国选民们也不见得领情。以
英国目前民生危机的程度而言，相关
措施若能生效，也要在半年以后才能
看到。如果半年内民怨沸腾，保守党
上层是否打算继续执行“应换尽换”
的方案，还是干脆放手大选，通过暂
时下野来甩掉烫手山芋？毕竟，曾经
在2007至2008年欧债危机中采取有
效措施的布朗尚未体会到经济复苏
给工党带去的荣耀，就被2010年的
大选匆匆断送了自己的首相生涯，让
继任者卡梅伦和保守党成为了那场
危机的救世主，并给英国人民带来了
“脱欧”公投。

英国政局是否正在“日本化”？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朱联璧

问：英国六年来出现五任首
相，匆匆换人不利于政治稳定，保
守党为何快速抛弃特拉斯？
答：特拉斯执政基础弱、个人

能力弱，以及时局严峻这三个问
题自她上任之初就表现无疑，这
也是缘何她下台一事对英国人来
说算是情理之中。如果留意特拉
斯在宣布辞职的演说中的神情，
会发现她整体而言较为轻松，颇
有如释重负之感，与特蕾莎 ·梅宣
布离任时泪眼婆娑、心有不甘形
成了鲜明对比。或许，她自己也
对无法坐稳首相大位这件事有所
预期。
如果把视线往前移，有个值

得留意的细节。9月6日，当前首
相鲍里斯 ·约翰逊发表离任演说
时，自比为两度出任古罗马执政
官的辛辛纳图斯。当时就有英国
媒体人指出，以约翰逊对古典文
献的熟悉程度，他自比辛辛纳图
斯就意味着他很可能会卷土重
来。特拉斯宣布辞任首相后，约
翰逊匆匆结束度假回国，也印证
了他尝试重回政治舞台中央的意
图。考虑到特拉斯和约翰逊私交
甚笃，以及约翰逊在党内仍有大
批支持者，特拉斯应该也能明白，
即便经历了一场流程完整的党内
推选，耗时一个半月艰难获得了
首相职位，但面对随时可能杀个

回马枪的前任上司，她的角色是
过渡性的。即便只是短暂出任首
相，但对未满 50岁的特拉斯而
言，辞职既可以摆脱难以解决的
困局，也不妨碍她获得前首相的
名声和待遇。未来还有无数显性
和隐性的利益等待着她。
换言之，与其说是保守党快

速抛弃了特拉斯，不如说是保守
党高层发现过渡性人物产生了惊
人的破坏力之后，选择了以最快
的速度止损。对于内阁制而非总
统制的国家来说，通过推荐新的
党领导人的方式来稳住执政党的
地位，是常见的应对方式。英国
议会运作的根本理念是“众人之
事众人议”，政府的关键决策也都
是不同形式的集体决策的结果。
首相理论上只是一党在下院最重
要的领袖，帮助本党的议案和政
策生效，其中最重要的是与经济
有关的决策。如果一党之内有更
适合的人选来扮演这种领袖的角
色，能团结党内尽可能多的议员，
帮助推行议案和政策，进而避免
重开大选，对执政党来说，更换党
首无疑是更低成本的巩固统治的
手段。在多数情况下，首相的凝
聚力、合法性和判断力比对具体
业务的处理能力更重要。毕竟优
秀的士兵不一定是好的将领，反
之亦然。

问：相比于过往，英国政坛的稳
定性似乎有所下降，原因何在？
答：特拉斯的辞职确实给外界留

下了英国政府首脑更替愈发频繁的
印象，实际上却不尽然。自2016年英
国“脱欧”导致戴维·卡梅伦辞职以来，
英国人民已经见证了梅、约翰逊和特
拉斯的上台与下野。但是，除了特拉
斯之外，梅和约翰逊的任期都在三年
又一个月左右，并不能算特别短。
英国经历了20世纪60至70年代

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引发的首相和执
政党频繁更迭之后，到1979年迎来
了玛格丽特 ·撒切尔上台。撒切尔上
台之初同样面临了执政危机，但她不
仅渡过难关，还引领了一个首相任期

相对较长的时代。从撒切尔上台到
卡梅伦下台这35年间，除了戈登 ·布
朗之外的四位首相中，有两位的任期
超过十年，有两位超过六年。相比之
下，尽管英国人今年见证了七周内出
现三任首相的极端情况，但只要没有
提前举行大选，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并
不会被撼动。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无疑是

这一轮英国政坛动荡的根源。历任
首相所领导的内阁面对政治、经济和
社会领域的困局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均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梅下台表
现出英国议会和政府高层无法就“脱
欧”方案形成共识。约翰逊下台则是
在“脱欧”和新冠疫情的共同冲击下，

英国出现的高通胀、高物价引发了民
众的强烈不满。加之他的个人行为
受到争议，最终使得内阁阁员众叛亲
离，被迫辞职。特拉斯上台后提出的
解决方案不仅没有平复英国经济领
域的动荡，反而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
果，直接导致她成为了英国有史以来
任期最短的首相。
这些危机难以化解的原因之一，

是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强调政府要尽
量减少干预，而在“脱欧”和新冠疫情
这样的重大转折出现后，政府如果不
推进党内、党外和与国际社会的合
作，不采取干预性措施，依然任由市
场和社会开展竞争，那么由重大转折
所导致的危机就很难得到妥善解
决。因此，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和政府
应该采取的措施之间存在的鸿沟，也
限制了执政者所拥有的政策选项。

保守党及时止损

朱联璧

“脱欧”系动荡根源2

3 苏纳克前路多艰

10月25日，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发
表讲话，称短短的执政时间使她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英国需要大胆
的政策改变。而新首相苏纳克接任后
即表示，将纠正前政府的错误。
在有迹象显示英国经济已陷入衰

退，“脱欧”后遗症逐步显现的当下，苏
纳克能否避免重演特拉斯的命运？英
国政局能否找回曾经的稳定性？本期“论坛”特请专
家解读。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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