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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人物

胡安·瓜伊多是谁
■本报见习记者

杨瑛

对很多人来
说， 胡安·瓜伊多
还是个比较陌生
的名字。

就连马杜罗
也在电视讲话中
调侃道，“很多委
内瑞拉人都要问，

这个‘瓜伊多’是个什么东西？”

直到 23日， 瓜伊多宣称出任 “临时总
统”，这个名字才真正进入国际媒体的视线。

校园政治崭露头角
1983年，瓜伊多出生于瓦尔加斯州首府

拉瓜伊拉的一个工人家庭。这是一座贫瘠的
港口城市，北临加勒比海，距委内瑞拉首都
加拉加斯仅 32公里。 瓜伊多是六个孩子中
的长子，父母是民航技师和教师，祖父辈曾
为国民警卫和海军战列舰舰长。

1999年，瓜伊多的家乡发生一场巨大的
山体滑坡，也被称为“瓦尔加斯悲剧”。约 3

万人因此丧生，所幸瓜伊多和家人们都幸存
了下来。

此后， 瓜伊多在安德烈斯·贝约天主教
大学攻读工程学， 后又获得美国乔治·华盛
顿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大学期间，他在
校园政治中崭露头角。2007年， 瓜伊多作为
学生领袖之一，参加反对查韦斯政府的学生
抗议游行，这也是他首次参与政治。

政治经验并不丰富
2009年，瓜伊多与其导师莱奥波尔多·洛

佩斯等政治人物共同创立政党“人民意志”，

并在 2014年成为该党的全国协调人。至此，

他的政治生涯正式开启。

2015年底，瓜伊多当选委内瑞拉议会瓦
尔加斯州代表议员。担任议员期间，瓜伊多
一直致力于调查政府腐败案件，但几乎默默
无闻。 唯一关于他的报道是在 2017年加拉
加斯的一场示威运动中，瓜伊多被橡胶子弹
打伤颈部。

去年 12月， 瓜伊多当选委内瑞拉新国
民议会主席，成为委内瑞拉最年轻的立法机
构主席。上任不到一周，他便指责马杜罗的
第二任期为“非法”就职，并表示要将马杜罗
赶下台。

不过，马杜罗政府表示，根据最高法院
裁决， 委内瑞拉议会自 2016年 1月以来一
直处于非法状态，因此议会领导人的职务及
行为均完全无效。

和很多委内瑞拉的“80后”一样，瓜伊多
喜欢跳热情奔放的萨尔萨舞，还是一个篮球
迷。

有观点认为，政治经验不丰富是瓜伊多
的一大短板。除反对马杜罗以外，他支持市
场经济，允许地区政府财政自治，这些都与
中间偏左派人民意志党基本政策相一致。

亲美立场显而易见
还有媒体注意到，自担任议会主席和宣

称就任“代总统”以来，瓜伊多借用了美国前
总统奥巴马的著名竞选口号 “对， 我们可
以”。他的亲美立场也是显而易见。

法德签署《亚琛条约》，能否撑起一片天
■ 姜锋

很少有哪一对国家关系像法国和德国的
关系这样在过去百年中历经了戏剧性的起伏
变化：从世仇走向和解与合作，而今又要从合
作迈向融合。

当法德领导人 1月 22日在两国边界的欧
洲古城亚琛签署新的友好条约时，观察家们形
容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协议不仅意味着
两国要加强国与国之间常规的合作关系，还展
示出它们立志“大胆地往前走”，不仅要合作，

还要融合，试图在受“美国优先”激发下国际关
系日益走向民族主义的全球大潮中逆势而动，

在两国间推行“超国家的”政府构建和社会一
体化。马克龙和默克尔希望藉此带领欧盟内聚
力量，抵抗民族主义和民粹力量“对现行制度
的进攻”，外御威胁，给欧盟民众撑起安全防卫
的保护伞。

方向也许是对的，甚至堪称是国与国关系
的制度创新，但道路却是曲折的，关键在于心
有余，而力不足。

重拾“核心欧洲”套路

可以看到， 法德两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
是无奈之举，用心良苦。在国际上，欧盟自认为
正在遭受传统安全盟主美国遗弃，承受着来自
俄罗斯的地缘安全威胁、中国经济的挑战以及
域外难民的冲击，外来压力空前。这样的局面
迫切需要欧洲团结起来，一致应对。不幸的是

欧洲一体化进程一再受阻，英国“脱欧”更是持
续煎熬着欧洲人的信心，各成员国国内也深陷
传统政治危机，多数自顾不暇，欧洲整体团结
与协同变得越来越艰难。

法国和德国是欧洲共同政治的创始者、领
导者、推动者，并受益其中，自然不愿看到欧洲
一体化运动失势失败。两国领导人一再试图振
兴欧盟，但近年来不仅收效甚微，反而面临着
日趋分化分裂的局面。无奈之下，两国重拾“核
心欧洲”套路，要统一欧洲先统一德法，以构建
两国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制度组织等多领
域的“共同空间”，为欧洲一体化再起步提供榜
样和动力，承担起行动者的领导角色。

欧盟各国有喜有忧

还要注意到，欧盟各国对法德的领导意图
和作用既有期待又有忌惮。毕竟在多个成员国
眼中，法德是盟中老大，很容易店大欺人。德国
强力推行各国分摊难民的做法曾使各国愤愤
不平，怨德情绪相当普遍。对法国，各国担忧的
是源自巴黎的“黄背心”运动正在欧洲蔓延，法
国不能度己又何以度人呢。

况且，法德强化自身融合很容易被解读为
对欧盟一体化失去信心，是在以行动表达疑欧
的政治取向。出席 1 月 22 日《亚琛条约》签字
仪式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就在致辞中当
众告诫马克龙和默克尔：“作为坚定的欧洲人，

我告诫你们不要怀疑欧洲”。

应是“民众的欧洲”

法德领导需要清醒的是，精英主导的政治
构建是需要民众广泛认可和参与的社会构建。

隆重签署《亚琛条约》的大厅外是熙熙攘攘的
民众，他们有人身着黄背心高举“要公平”、“降
房租”的标语，对生活中的遭遇表达不满，也有
人打着“马克龙下台”的标语，表达对政治精英
不顾社会现实的愤怒。欧盟的缔造者们早就意
识到，欧盟不应仅仅是一项“政治工程”，还应
是“民众的欧洲”，“没有民众的合力，再好的理
念也一无是处”。

政治阶层的一厢情愿或许是欧盟一体化
进程近年来举步维艰的主要原因，这使精英们
驾驶的欧洲列车越来越远离民众。默克尔和马
克龙应该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短暂的签字
仪式之后，他们走向民众，与青年学生和市民
进行了长时间对话，回答他们的问题。应该说
这是接地气的一步，但民众在乎的不仅仅是你
如何回答问题， 最终在乎的是你如何解决问
题。

考验“文功”的时代

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德法选择在查理曼
帝国时期的一个都城亚琛签署两国友好条约，

寓意深远，也让人联想到“帝国梦想”。法国和
德国恰恰覆盖了往昔那个欧洲帝国的主要空
间。查理曼凭借“武功”建立起统一的帝国，主
导着欧洲的那段历史。 如今已经不再是考验
“武功”的时代，至少对欧洲如此，对法德也如
此。这是个考验“文功”的时代。正如马克龙所
言，“欧洲不是帝国梦”“欧洲不需要霸主”，这
表明法德融合不追求欧洲霸权。

话是这么说， 但要让欧洲人相信这一点，

还需要具体行动，需要法德实实在在的榜样行

动。默克尔说得更具体些：“我们要不断地更好地
相互了解，不仅仅是语言方面，还包括精神方面
和组织方面”。《亚琛条约》对此作出了系列安排，

除了加强两国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深度机制性协
作与融合外，也对两国社会和民众的一体化确定
了实质的措施， 诸如相互承认中学毕业文凭，设
立两国“二元”大学课程等。看得出，法德加大了
两国社会制度共建的力度。这应该是通向法德融
合和欧洲社会构建的正确选择。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

支持者集会
1月 23日，在委

内瑞拉加拉加斯，委
总统马杜罗的支持
者参加群众集会。

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 23 日宣布 ，

委内瑞拉正式与美
国断交。

马杜罗当天下
午在总统府附近举
行的群众集会上表
示，由于美国不断策
动委国内政变，委内
瑞拉政府决定彻底
中断与美国的外交
和政治关系。

新华社发

1月 22日，在德国亚琛，德国总理默克尔（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签约仪式。 新华社发

委反对党代表自封“临时总统”，特朗普予以“承认”，马杜罗谴责美方支持“政变图谋”

委内瑞拉下“逐客令”，宣布与美国断交
■本报记者 张全

“我们已经受够了干涉主义， 我们有尊
严！”23日，伴随一声“滚开”，委内瑞拉总统马
杜罗正式对美国下“逐客令”，切断与华盛顿的
外交关系。

当天，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支持委反对党
成员、议会主席胡安·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在
马杜罗看来，此举无异于“策动政变”。

美媒分析认为，鉴于马杜罗牢牢控制着委
内瑞拉的主要机构，他可能会继续掌权，但这
个国家可能会走向一场危险的政治摊牌。

瓜伊多“自诩为王”

23日， 瓜伊多在首都的一场支持者集会
上， 向马杜罗发起迄今最直接的权力挑战。这
位“80后”议会主席宣布担任委“临时总统”，承
诺领导“过渡政府”并举行自由选举。

瓜伊多话音刚落，身居白宫的特朗普第一
时间隔空助阵，承认他的领袖地位并送上“定
心丸”： 美国将继续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向委
内瑞拉施压。随后，巴西、哥伦比亚、智利、秘
鲁、厄瓜多尔、阿根廷、巴拉圭、加拿大以及美
洲国家组织等纷纷追随美国， 为瓜伊多 “站
台”。

快速发展的事态震惊了委当局。马杜罗立
即发表讲话驳斥瓜伊多的“自诩为王”，称这是
美国领导的推翻合法政权的一部分，宣布与美
断交。在总统府的阳台上，他签署驱逐美国外
交官的命令，勒令他们 72小时离开该国。

然而，针对马杜罗的断交决定，美国毫不
退让，回应其“无权断交”，将通过瓜伊多的政
府与委内瑞拉继续保持关系。

目前，让马杜罗心安的是，军队始终跟他
站在一起。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和三军领导人都
表示，军队只效忠于最高指挥官马杜罗，不接
受“临时总统”瓜伊多，并将挫败一切政变阴
谋。委政府也团结在马杜罗周围。当局表示，根
据委最高法院裁决，委内瑞拉议会自 2016年 1

月以来一直处于非法状态，因此议会领导人的
职务及行为都完全无效。

一些地区国家也向马杜罗伸出援手。墨西
哥、玻利维亚、古巴等国发声力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 24日的例行
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呼吁委内瑞拉各方保持理
性和冷静， 在委宪法框架内通过和平对话方
式，为委内瑞拉问题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中方
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反对外部干预
委内瑞拉事务，希望国际社会共同为此创造有
利条件。

反对派“借题发挥”

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
澄指出，导致此次事件的原因，从委内瑞拉国
内而言，可以视作府院之争升级、执政党和反
对派矛盾的一次爆发；从国外而言，则与西方
同一些拉美地区国家对马杜罗政权的敌视有
关，尤其是美国的干涉已从幕后走到台前。

先看国内。2015年底， 委内瑞拉反对党联
盟取得议会选举胜利。自此，反对派控制的国
会与政府的“府院之争”愈演愈烈：2016年反对
党联盟发起罢免马杜罗的公投， 最后被迫中
止；反对党还在 2017年初退出与政府的对话，

理由是“承诺未得到兑现”。

2017年马杜罗做出的一件事，更是动了反
对党的“奶酪”，使其忍无可忍。他成立一个独
立机构———制宪大会，当选的 545名代表全部
为查韦斯—马杜罗派。 制宪大会的主要任务，

就是取代反对派控制的国会， 发挥立法职能。

如此一来， 反对派唯一的立法权也被马杜罗

“剥夺”（宪法规定的其余四权，即行政、司法、

道德、选举权本已掌握在查韦斯—马杜罗派手
中），等于在政治舞台靠边站。

之后，二者的矛盾随着去年委大选进一步
激化。在选举前，反对党联盟向政府提出重新
撤换委国家选举委员会高层、取消对部分反对
党领导人参选限制等要求， 但均未得到满足。

反对党联盟遂以 “不具备参选的前提条件”为
由拒绝参选。最后，在少数反对党参选的情况
下，执政党以压倒性优势胜选。于是，反对党联
盟指认大选“非法”，涉嫌“舞弊”。美国、欧盟和
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同样不承认选举结果。

“反对党选择此时发难显然看准了时机，”

徐世澄说。 第一，1月 10日是马杜罗履新启动
第二任期的节点，反对党在第一任期不便发泄
的种种积怨，现在可以堂而皇之通过对“执政
合法性”的质疑表达出来。第二，委内瑞拉面临
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四大困境也让反对派
能够借机造势，最好是设法说服军方、民众、国
外势力，一同压垮马杜罗政权。

徐世澄指出，查韦斯执政时期（1999 年—

2013年），正值国际市场上油价不断上涨，政府
通过丰厚的石油收入，推行一系列改善民生的
社会计划， 如 “深入贫民区计划”、“鲁滨逊计
划”等，使中下层居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贫
困率和赤贫率一度分别降至 27.8%和 10.7%。

然而好景不长， 马杜罗 2013年执政以来未能
延续发展势头———由于油价急剧下降、拉美政
治生态发生“左退右进”的不利局面，再加上政
府一些政策失误等原因，委内瑞拉形势每况愈
下。截至 2018年 11月的 12个月里，委内瑞拉
年通货膨胀率达到 130000%。

美奉行“双重标准”

外交困局是牵动委政局生变的另一个“振
荡器”。

自 1999 年查韦斯出任委内瑞拉总统后，

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仅
从 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算起， 美国已经以
“民主和人权”为由，对委进行 10 轮经济和金
融制裁，甚至多次提及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在美国的指挥棒下，欧盟和拉美一些国家
（主要是右翼国家） 也对马杜罗政府采取敌视
态度。欧盟于 2017年禁止对委军售，并在去年
宣布对 7名委内瑞拉高官进行制裁。2017年，

南北美洲 12个国家在利马发布 《利马宣言》，

对马杜罗政府进行谴责，组成“利马集团”（后
增至 14国）。 美洲国家组织多次召开会议，企
图通过决议，谴责委内瑞拉。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美国一直将拉
美视为一家“全资子公司”，其主要职能是服务
于美国的经济利益。 如一些分析人士所言，尽
管 201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 “门罗主
义已经终结”，但美国从未离开拉美“后院”，相
反正以更聪明的方式巩固在拉美的影响力，因
为他们需要正视自身实力减弱和世界格局变
化。

《金融时报》等媒体认为，特朗普的所作所
为，还反映他对拉美外交的双重标准———有选
择性地介入。 他对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国
“操纵选举”和人权问题毫不在意，但偏偏对委
内瑞拉吹毛求疵。这是因为美国存在一个基本
共识，即一个碎片化、不团结的拉美，更符合美
国的根本利益，能确保美国在拉美地区的特殊
影响力，故而不断打击、削弱拉美地区的左翼
势力。

中国前驻委内瑞拉大使王珍表示，在马杜
罗宣布与美断交、要求美立即撤走驻委外交官
的情况下，美国称这是“非法政府做出的非法
决定”，绝不撤人，这是国际外交史上罕见的。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副主
任牛海彬表示，委内瑞拉反对党联盟如果在这
个时间点不采取行动，恐怕就将在很长时间缺
乏行使合法权利的平台，因此急迫地想打断马
杜罗的第二任期。外部力量的鼓舞使他们信心

倍增———美国和欧洲自不必说，一些拉美国家
由于右翼意识形态、执政理念差别等原因也不
欢迎马杜罗的执政，委内瑞拉移民大量涌入邻
国引发的经济压力，也使他们对马杜罗政府采
取强硬态度。

未来局势何去何从

“瓜伊多对马杜罗权威的挑战，增加了未
来几天发生暴力冲突和混乱的可能性。”《纽约
时报》评论。那么，接下来形势会如何发展？

从委内瑞拉国内看，事态走向主要取决于
军方态度。英国广播公司（BBC）分析称，目前，

委内瑞拉的将军们可能会支持现政权，但是较
低级别的军官和士兵究竟仍效忠于马杜罗，还
是会倒戈相向，则充满变数。

牛海彬认为，马杜罗似乎没有太多妥协空
间，因为反对派和美国比较坚决。即便政府开
展和解对话、甚至“让渡”一部分权力，能否满
足反对派要价并不好说，毕竟反对派是以否认
执政合法性为诉求的。

马杜罗如何对待瓜伊多也是个棘手之事。

一些马杜罗的支持者希望他下令逮捕瓜伊多
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
国和国际社会可能会作出反应。

从外部因素看， 需观察马杜罗的 72小时
“最后通牒”发出后，他如何落实这一命令，美
国又如何出牌。这会引发新的问题，甚至成为
外部干涉的直接导火索。

有消息称，特朗普政府本周将考虑对委内
瑞拉实施石油制裁。但英国《卫报》分析称，增
加经济制裁可能会加剧委人道主义危机的严
重性，军事干预更会带来大规模破坏和平民伤
亡，可能使美国深陷委内瑞拉的混乱泥潭。

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与美国关系不睦
已久，此次更是因为美方承认委反对派自封的
“临时总统”而与美彻底决裂，两国关系将继续
恶化到何种程度难以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