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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还在眼红Elsa的高定礼服时，芬兰34岁的女总理桑娜·马林已

经成为现实版Elsa，走上人生巅峰了。在女性撑起半边天的芬兰政界，

桑娜·马林并不是特例。从撒切尔夫人到梅姨，从默克尔到马林，欧洲的

铁娘子之风蔚然。相较之下，大洋彼岸的希拉里可能就有些意难平了。

最年轻总理

芬兰史上最年轻的总理、第三位女性总

理，全球最年轻的在任总理，这是马林的A

面。34岁，未婚，有个女儿，这是马林的B面。

当A面撞上B面，马林也成了全球瞩目

的焦点。当地时间12月10日，在32票赞成、

29票反对的结果之下，34岁的芬兰社会民

主党人桑娜·马林正式就任芬兰总理一职。

对于全球而言，这颗冉冉升起的政坛

新星还有些陌生，但在芬兰，用坦佩雷大学

性别研究教授约翰娜·坎托拉的话说就是，

“她不是凭空出现的，她很讨人喜欢”。46岁

的坦佩雷当地教师亚里卡利奥回忆起十年

前与马林在一次选举讨论上的相遇，仍记

得马林渊博的知识和令人信服的论点，“多

年来，她证明了自己是芬兰最聪明的政治

家之一”。

虽然马林的从政时间并不长，仅有七

年，但从事政治相关事务却由来已久。2006

年，21岁的马林就加入了芬兰社民党的青

年组织。出身寒门的马林原本与政治无缘，

还曾在辩论上直言芬兰政客都是“政治肉

鸡”，对普通人的生活一无所知。按照马林的

说法，是芬兰社民党的“平等、自由与和平

等”价值观吸引了她。

2012年，27岁的马林正式踏足政界，当

选为芬兰坦佩雷市市政议员，2013-2017年

担任市政议会主席。今年6月，马林成为芬

兰交通和通讯部长。在担任交通和通讯部长

期间，马林提出了数字运输服务、运输自动

化、无碳运输和数字经济四个主题，倡导“通

向可持续增长的智能连接”。马林认为，一个

以人为本、具有竞争力的数字经济是芬兰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

A面不含糊，B面也过得滋润。在Insta-

gram上，马林与同龄人相差无几，是晒娃狂

魔，孕期照片、与男友及女儿的合影样样不

落。女儿出生前，马林的最长工作记录是16

个小时。女儿出生后，她和男友马库斯轮流

照顾。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上，男友马库斯

评价她“总能优先考虑最重要的事情”，并称

赞她做事时的镇定与专注。

“芬兰是典型的高福利国家，属于社会市

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比较发达”，中国政策

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表

示，因此，能诞生年轻的女总理也不足为奇。

现在，全球政坛上的年轻人其实并不少。

女性撑起半边天

在芬兰，马林的故事不足为奇，这个诞

生了全球最美童话圣诞老人的极寒之地，

早就刮起了一股热烈的女权之风。

伴随马林走马上任的还有内阁部长们，

其中，7位为男性，其余12位均为女性。芬兰

联合政府的另外4个政党也由女性领导：左

翼联盟由32岁的李安德森领导；绿色联盟

由34岁的玛丽亚·奥希萨洛领导；中间党由

32岁的卡特里·库尔穆尼领导；55岁的安

娜·马贾·亨利克森则是人民党的党魁。而这

四位，也都是芬兰内阁部长。

政坛娘子军的背后，是芬兰对于女性从

政的友好。早在1906年，芬兰就赋予了女性

投票权，1917年正式独立后，芬兰议会中就

出现了女性议员，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女

性担任议会议员的国家。

到1983年大选后，女性已经取得芬兰

议会30%的席位；200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40%以上。在今年4月的芬兰议会选举中，

当选的女议员人数达到创纪录的93个，相

当于议会总席位的46%，其中，最年轻的女

议员仅为24岁。

女性领导人的频率也随着女性议员的

人数水涨船高。2003年，芬兰诞生了第一位

女总理安内莉·耶滕迈基，七年后又诞生了

第二位女总理玛丽·基维涅米；在2000年，芬

兰还诞生了第一位女总统塔里娅·哈洛宁。

在芬兰，甚至还有如《西游记》里女儿国

一样的所在。“SuperShe”，这是美国企业家

克里斯蒂娜·罗斯为自己的女儿国起的名字。

约3.4万平方米，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机场

出发80多分钟即可到达该岛。SuperShe的

目标受众正如其名字所示，是“超级的她”，

即那些拥有自己职业和兴趣的独立女性。

或许从政和SuperShe只是少数人的专

属，但芬兰对于女性的友好早就被盖章认

证了，在联合国的《女性、和平和安全指数》

中，芬兰被评为全世界最适合女性居住的

地方之一。过去十年中，芬兰女性创业者的

数量稳定在30%。就这一数字，芬兰女性创

业者组织的CEO娜塔莉雅·哈乐金并不满

意，认为芬兰还需努力。

欧洲“娘子军”

极光和高福利是北欧的代表，如今正如

芬兰一样，女性领导人也成了北欧亮丽的

风景线。

在芬兰隔壁瑞典，政府和政党领导人中

半数是女性，内阁部长中也有57%是女性；

在丹麦，9个政党中有4个由女性掌舵。目

前，丹麦和挪威的首相均为女性。

范围扩展到欧洲，女性领导人队伍同样

蔚为大观。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被称为“德

国铁娘子”，欧盟也被女性领导人掌控，新上

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央行

行长拉加德均为女性。

过去，女性领导人就蜚声欧洲政坛。比

如，今年7月卸任的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

英国大名鼎鼎的撒切尔夫人、爱尔兰的两

位前总统玛丽·罗宾逊和玛丽·麦卡利斯，以

及痴迷于奢侈品而获得“Guccihelle”绰号

的丹麦前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

丰厚的生育和育儿福利、带薪的超长产

假、完善的母婴护理公共设施，这些福利解

决了欧洲女性从政的后顾之忧。比如即使生

育了7个孩子，冯德莱恩依然能成为欧盟首

位女性掌门人。

除此之外，部分欧洲国家还出台了“女

性配额”法案，以立法形式规定大型企业和

联邦政府部门管理层中的女性比例。2014

年，为解决领导层过于“男性化”问题，德国

政府就颁布了“女性配额”法案，规定从

2016年起，德国100家大型企业监事会新成

员中的少数性别（通常为女性）比例须达到

30%，如达不到，相应岗位保持空缺。

“女性领导人虽不能完全保证一个国家

或一个政党有进步的前景，但我们也很高兴

看到新一代女性在政府中解决我们都面临

的一些挑战。”《卫报》评论道。

当然，对于女性领导人而言，走上人生

巅峰只是外在表现，如何治理好国家，才是

这一权利的内在。当全球的聚光灯熄灭之

后，马林所要面对的将会是A面和B面的平

衡，这一点都不轻松。特雷莎·梅就曾因处理

“脱欧”不力被迫下台。

马林首先要面临的就是重新建立与其

他执政盟友之间的信任关系，因为她的前任

林内就因为处理邮政公司劳资纠纷问题的

方式失去了盟友的信任，而这场持久的劳资

纠纷使得芬兰数个公司损失了5亿欧元。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脱欧”曙光

“我们做到了，我们打破了僵局，我们结

束了僵局。”当地时间13日，在带领保守党取

得压倒性的胜利后，约翰逊于首相府发表了

自己的胜利宣言。期间，约翰逊意气风发，“我

们迎来了新的一天、新的黎明，以及新的政

府”，伴随着阵阵掌声，英国仿佛终于冲破了

三年来始终笼罩在头上的“脱欧”阴霾。

自从半年多以前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

从唐宁街10号黯然离去的那一刻开始，约翰

逊的名字便已经与“脱欧”深度绑定。今年7月

的就职演讲中，约翰逊还强调，一定要在10月

31日之前带领英国“脱欧”，只不过英国人最

终没有等来10月31日的如期“脱欧”，却等来

了12月12日的大选。

还好，一切都在约翰逊的掌控之中。这次

大选过后，保守党赢得了议会下院650个席位

中的364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较上次大选

多出47个。这意味着当“脱欧”协议再次递交

议会下院的时候，约翰逊将不必再重蹈特雷

莎·梅的覆辙，英国明年1月底离开欧盟的可

能性正在大大增加。

至于未来，外界可能再也看不到“流水

的首相，铁打的科尔宾”的“热闹”了，鉴于工

党创下了84年来的最惨战果，工党领袖科尔

宾宣布将辞职，下届大选也不再担任工党领

导人。

此外，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约翰逊将

于本周内小规模改组内阁，包括考虑让曾遭

他辞退的前国防大臣莫佩琳“回巢”。但真正

的内阁重组可能在2020年2月才来临，报道

称，约翰逊已计划撤换多名大臣及重整政府

架构，包括将脱欧部并入贸易部，国际发展部

则并入外交部。

稳定“军心”

已经被反复不定的“脱欧”折磨得筋疲力

尽的英国人终于看到了一些曙光，投资者也

终于不必再惶惶度日。大选结果出炉后，英国

财政大臣贾维德称，英国经济将出现“脱欧”

红利，12日的选举结果将促使一些投资者决

定在英国投资。此外，贾维德还不忘强调，外

界无需担心“无协议脱欧”。投资机构贝莱德

也称，随着英国“脱欧”的一些不确定因素被

消除，预计股票和信贷资金将重新流入英国。

今年初，正是“脱欧”一团乱麻的时候，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便提到，在英国“脱欧”

之前，价值近8000亿英镑的资产正从英国转

移到欧盟新的金融中心城市，这大约占了英

国8万亿英镑银行业的10%。那时候，英国“脱

欧”的大限还是3月29日，目前这一时间已经

经过两次推迟，到了明年的1月31日。

现在，“脱欧”已经箭在弦上，约翰逊也在

力保不会出现其他问题。根据首相办公室的

声明，约翰逊已表明态度反对二次苏格兰独

立公投，他将与大部分不愿国家陷入分裂和

不稳的苏格兰民众站在同一阵线，并表示

2014年的公投结果具决定性，苏格兰民族党

（SNP）党魁兼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应予以

尊重。目前，该党一直主张让苏格兰“脱英”，

从而留在欧盟。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中心主任丁纯也称，

这些问题并不需要过多担心，因为这些更多

是内部分裂的问题，如果没有一定机会让其

发酵的话，英国很长时间的一个焦点肯定还

会是“脱欧”。而且经过“脱欧”之后，大家会更

加理性，苏格兰也要考虑“脱英”之后能得到

多少好处。更重要的是，即便苏格兰“脱英”，

欧盟也不敢“接手”，一来这样等于分裂英国，

二来也相当于变向鼓励分离主义，一旦出现

这样的先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可能都要效

仿，所以正常情况下，还不至于到分崩离析的

程度。

然而一边倒的大选也没有看上去那样大

获全胜。丁纯认为，如果细分来看会发现，英

国社会分裂并不是缩小而是扩大的。比如大

多数青年人主张“留欧”支持工党，城市选民

更多主张“留欧”支持自民党，但农村、偏远地

区的老人则比较支持保守党，这就表明已经

不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是党的

分裂和家庭的分裂，工党中也有“脱欧”派，保

守党里也有支持“留欧”的人，那么整个英国

可能就面临一个重新的再出发的过程。

下一站启程

被“脱欧”困了三年，英国真的需要重新

出发了。眼下，随着约翰逊的胜选，“脱欧”即

将进入快车道已经成了公认的事实。对于英

国大选的结果，欧盟表示欢迎，欧洲理事会主

席夏尔·米歇尔表示，欧盟希望英国议会尽早

批准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这

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冷静、平稳并带着巨大决

心开启下一阶段谈判”。

“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决定了哪些是

优先议题。”米歇尔如此说道。此前，约翰逊曾

承诺，今年圣诞节前向议会下院提交“脱欧”

协议，以确保协议在“脱欧”期限来临前获批。

正式“脱欧”后，英国将进入“脱欧”过渡期，期

限截至2020年底，可在英国要求下延长，英国

最迟明年6月底提出延期要求，其间需要与欧

盟谈妥新贸易协议。不过，保守党竞选时承

诺，“脱欧”过渡期将在2020年底如期结束。

“脱欧”过了大选这一关，但等待英国的

或许将是一个真正的漫长的开始。丁纯称，目

前所说的“脱欧”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象征

性的“脱欧”，但真正的“脱欧”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首先，英国要重新约定与欧盟乃至欧盟

各地区的关系，要完全重构对外的经济、社

会、政治、法律等关系，找到自己的定位，而在

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脱离欧盟的英国，其谈

判能力也会相应下降，自然影响谈判时间。其

次，欧盟方面也需要考虑具体细节的落实，既

不能让英国脱离得太顺利，要以儆效尤，又不

能让英国成为敌人，毕竟英国从政治、军事、

经济等方面还是大国，需要进行拿捏，而欧盟

也不希望为英国的“硬脱欧”背锅。

“从这个意义上看，英国真正的‘脱欧’可

能需要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现在只能说

是正式意义上的‘脱欧’开启了第一步。”丁纯

如此说道。英国与欧盟绝不是说分就能分的，

根据2018年的数据，欧盟是英国的第一大贸

易伙伴，占英国出口的45%以及进口的53%。

双方之间的贸易几乎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商品

和服务。这样的贸易量也意味着未来的谈判

中，英国和欧盟可能会涉及更多的博弈。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一场百年一遇的圣诞大选，一段24小时的惊险投票，幸好，黑天鹅没有像三年前一样一飞冲天，保守党一举赢得了自

撒切尔夫人领导以来的最大胜利，这意味着，约翰逊面前已经再无障碍，2020年1月31日，英国“脱欧”大局已定。“没有‘如

果’，没有‘但是’”，约翰逊再次回到了“不成功，毋宁死”的时候，一切仿佛都将迎来终局。只是人们在欢呼之余，也该明白

一点，过去的已经过去，但对于未来而言，真正的“脱欧”或许才刚刚开始。

13日，在英国伦敦，新就任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演讲。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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