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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空间的概念已今非昔比。
边境线在逐渐淡化，活动空间在扩展，企业在膨胀，有新生的，也有消亡的。
国家勉力应付这一混乱局面，但是似乎黔驴技穷，往日的权威正在逐渐丧失。
　　这就是当今的社会。
　　新时代已经来到。
　　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交换、“交流”，强者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淘汰弱者。
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欢欣鼓舞，有些人却聚在一起牢骚满腹。
当然，还有最后一类人。
　　我为大家讲的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是一名委员。
但他不是警察，虽然维持(国际)秩序是他的职业；他也不是个政客，虽然他的意见非常清晰明了，他
的工作关系到大多数人的利益。
　　那么，到底什么是“欧盟的”委员呢?　　他很特别，有点像只燕子。
他受本国的派遣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工作，他提出议案，由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的部长们和欧洲议会
的议员们去审议，然后再由他去执行通过的议案。
瞧瞧，多么复杂的欧盟机制!欧盟需要变得越来越有效。
　　每个人都很高兴地看到我们这块古老的大陆终于得到了和平。
每人都赞赏着一项又一项的创举。
为欧元欢呼吧!感谢让·莫内、康拉德·阿登纳、雅克，德洛尔。
现在呢?　　欧盟到底有什么用?　　答案就从下面，就在这些真实的故事中。
　　您看，他在北京正与中国最高领导人谈判。
不管是谈判中的频频微笑，还是坚持己见，这一切都决定了将来能为欧盟带来多少新的就业机会。
接着，他又来到南非的一家医院：怎么样才能让那里的病人用上非专利药呢?紧接着，他又飞到了西雅
图、多哈，途经华盛顿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您看，他足智多谋而又精明，他曾担任过财务总监和银行总裁。
为了应付冗长的谈判，跑马拉松是我们的委员的秘密，他曾经参赛过几十次。
　　作家都会妒忌他的文采，他是如此得心应手地从内部来讲述一次谈判的复杂性，如此准确地来描
述谈判中利益的冲突。
今天，批评世界贸易组织很时髦，如果说世界贸易组织应该有所改进，那为何还要指责它的原则呢?如
果不建立新秩序，那么旧秩序就会持续存在，而它又有太多的不公平。
如果，天下混乱，是否只有而且永远是强者从中获利?　　这里，您会看到，这个世界是如何一砖一瓦
地建起来的。
不管我们是否情愿，不管是好还是坏，她都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埃里克·奥塞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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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本精彩的著作中，拉米详细地回忆了他同中国的谈判，包括与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前总
理朱镕基的对话及重要会议的情况，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和细节。
 此外，书中还以大量翔实的情节记录了欧盟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对全球化、经济、发展、环
保、社会、文化等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和思考，阐述了自己对欧洲的走向和未来的战略性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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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帕斯卡尔·拉米，1947年出生于法国，曾先后在法国高等商业学院、巴黎政治学院和法国国家行
政学院就读。
从1975年起，拉米曾担任法国金融监察长一职达4年之久。
1981年至1983年，拉米任法国经济和金融事务部部长雅克-德勒的顾问。
此后，拉米又成为法国总理皮埃尔-莫鲁瓦总理私人办公室的副主管。
1985年，拉米出任欧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勒的私人办公室负责人和G7高级首脑会议随从参谋。
1994年，拉米成为里昂信贷银行监管小组的领导成员，后担任副总裁一职，现已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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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2000年5月，我突然反思：“怎么会在北京?怎么会为欧洲与中国谈判签订一个协议呢?”
当职业生活演变为政治活动时，它会令你走上一些偶然和令人惊讶的道路，有时它还会将你带回到已
离开了许久的地方，会带给你奇特的挑战，比方说，你会发现有一天你居然担任了以前自己曾严厉抨
击过的要职。
　　1984-1994年，我在欧洲委员会担任了10年雅克·德洛尔办公室的主任。
在此期间，我几乎每天都会与欧洲委员会的委员们打交道。
在里昂信贷银行工作了5年之后，1999年，由于法国诸位领导人和欧洲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的提名，并经
欧洲议会的投票选举，我也成为了欧洲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带着满腹的回忆，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布鲁塞尔。
　　1994年的春天，我离开布鲁塞尔，此时的欧洲委员会在雅克·德洛尔的领导下正在努力工作，尤
其是开始义无反顾地建设无国界联盟。
今天，这些已经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而当时，我们推出了许多加强合作与团结的新政策，并大致勾勒出欧元的面世之路。
这是艰苦的10年，也是欧洲复兴的10年。
在这10年中，我们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加上众多国家领导人的共同努力，诸如弗朗索瓦·密特朗、
赫尔穆特·科尔、费利佩·冈萨雷斯、让-吕克·德阿纳等，大大加快了西欧和东欧的历史进程。
“布鲁塞尔”成为所有来欧洲国家或政府首脑的必经一站。
　　我至今尚记得与戈尔巴乔夫、曼德拉、老布什、克林顿、瓦茨拉夫·哈维尔及诸多发展中国家领
导人的会面。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欧洲是建立一个更平衡的世界的希望，是建立更公正的国际关系的希望。
欧洲委员会在铁幕出现倒塌的第一时刻，就能正确审时度势，在其领导人的推动下，仅用几个月的时
间就完成了吸纳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成员的所有工作。
尽管，作为10年的结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因巴尔干战争而变得四分五裂、犹豫不决的国际社会，以
及一个软弱无力的欧洲。
　　无尽的嘲笑　　在雅克·德洛尔身边工作了这些年后，在经历了25次欧洲议会及10次发达国家峰
会(由于俄罗斯的加入，由G7变成了G8)后，我再次来到巴黎，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挽救里昂信贷银
行——这家20世纪初全世界最大的银行!这个选择着实让一些朋友吃惊不小：为什么要离开一艘海军上
将的先进船舶，跑到一艘已到处进水的货轮中去呢?更何况这艘货轮还处于由巴黎的讽刺和嘲笑所组成
的海洋风暴的正中心!　　巴拉迪尔政府在解雇了让—伊夫·阿伯雷之后，任命让·佩尔勒瓦德为银行
的负责人。
此时，他向我发出了求救信号。
我们的友谊建立于1982-1983年。
当时他是皮埃尔·莫鲁瓦的办公室副主任，而我则担任当时的经济及金融部长雅克，德洛尔办公室副
主任职务。
我们都是“严厉集团”的成员，这个集团还包括菲利普·拉加耶特、埃尔韦·阿农、达尼埃尔·勒贝
格、弗朗索瓦—格扎维埃·斯塔斯、伊莎贝尔·布约等。
逆境考验了我们的友情与性格。
一直到1983年3月，弗朗索瓦·密特朗采纳了皮埃尔，莫鲁瓦及雅克·德洛尔的意见，走上了我们认为
是正确的道路，即欧洲的道路，并拒绝让法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
1983年4月，在马提翁宫中正对花园的那间办公室里，我接替了调到苏伊士银行的让·佩尔勒瓦德的工
作。
他很清楚地告诉我，在里昂信贷银行的新冒险中，我们取胜的几率不超过50％，但金融危机也同样给
了我们操作的空间。
　　尽管这场战役是如此艰巨，如此紧张，如此不确定，我却一刻也未曾后悔过这个决定。
当然，在布鲁塞尔，德洛尔领导的委员会内部，由《罗马条约》引起的矛盾也纷繁复杂，这种矛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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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诸多委员之间、委员与成员国之间、欧盟与主要竞争对手之间。
而主席办公室主任的角色更让我屡屡招惹麻烦。
“飞鱼”、“突击队”、“说废话的人”，这些不客气的绰号当时总是陪伴我出现在各类媒体报道中
。
然而政界远比金融界稳定，公务员与外交人员比银行职员受保护，干部更是如此，甚至享有某些特权
。
但它却锉平了一个人的锐气，使得各种危机也显得不那么尖锐。
特别是当时有像雅克·德洛尔、弗朗索瓦·密特朗及赫尔穆特·科尔这样一群人的热情，当有困难出
现时，它很少会带来危机。
　　在粉尘与废气构成的灰蒙蒙的天空笼罩下，错落着一片用碎砖烂石堆起的房屋。
我们称这里是“灰色之城”。
就在2000年6月的一天，我们走遍了这里的大街小巷。
路面凹凸不平，或是散碎的石子，或是印着深深车辙的泥泞小路。
路边是一些简陋的建筑或是瓦隆铁的小木屋。
垃圾遍地，禽舍猪圈随处可见。
孩子们赖以玩耍的地方也不过就是几处杂草丛生的空地。
在街的尽头，流淌着废水的阴沟也是疮痍满目破败不堪。
年轻人凑在一起无所事事，老人趴在窗前打着手势大声吆喝着他们。
　　但这一切就要改变，搬迁的消息带来了希望。
推土机挖出一个个深深的壕沟，起重机一次又一次地将沉重的水泥构件和其他建材卸下来。
亚历山大镇位于约翰内斯堡的郊区，是南非最早的种族隔离区之一，始建于20世纪初叶。
当时那些黑人矿工由于贫穷和种族歧视被赶出城市来到这里。
随着该地区金沙矿的开采，居民人数迅速增长。
当时为解决单身工人的住宿而匆忙建起的宿舍，现在已挤满了一大家子人。
在这个贫民窟里，生活着40万人，卫生条件极差。
十几户人家合用一个水龙头，卫生间很少，而且极其简陋。
从这个贫民窟的建立和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实行了种族隔离并充满了暴力。
我们的汽车停在大学医院和健康中心的门前，一个小型的欢迎仪式过后，我们进入该中心。
　　“我先领你们参观我们的妇产科。
”卡特琳·穆沃拉兹——这位可敬而坚强的院长边说边领我们穿过了挤满人群的走廊。
亚历山大镇，正如院长对我们讲的，是种族隔离的产物。
这里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死伤。
　　这所医院成为当时一个避难所。
医院成为病人的救旱，做了大量的预防、教育和协助工作。
而这里也是纳尔逊·曼德拉出狱后最先访问的地区之一，他此次访问的大幅照片被作为新时代新希望
的标志印在医院的简介小册子上。
　　当我们参观监护室时，院长女土带着一种充满自信的微笑向我们介绍这里的一切。
她说：“这个医院几十年来一直在为满足巨大而日益增长的医护工作和控制各类传染病进行不懈的努
力。
这里是一个真正的细菌培养基地，各种流行病如脊髓灰质炎、天花、肺结核、艾滋病等在此肆虐流行
。
另外，在这个充满失业者和流浪汉的地方，暴力、抢劫、偷盗等犯罪行为经常发生。
”　　穿过候诊室时，院长接着说：“我要告诉你们，这里1／3的妇女是艾滋病患者。
如果不治疗，她们将会死去，但治疗费用太昂贵了!她们根本没能力支付⋯⋯”　　我们走进一间长方
形大厅，在白墙和不透明玻璃下，40来个妇女或是坐在黄塑料椅子上，或是坐在靠墙摆放的木凳上，
静静地等待做产前检查。
小孩子们或在地上玩耍，或爬上母亲的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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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经过时，她们摆头或挥手向我们示意。
我们也回以友好的问候，但很不自然。
我们不想让她们发现我们眼神里流露出的忧虑和怜悯。
　　我们观看了另几个科室，察看了门诊部、实验室和儿童病及职业病防治中心。
他们无不向我们表示谢意，感谢我们提供的财政资助。
所遗憾的是这次参观实在无法回避那些等待死亡妇女们的目光以及被传染儿童的诸多问题。
这一切使我感到外界灰蒙蒙的雾霭更加浓重了。
　　在这次访问中，我与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南非的代表格曼尔博士进行讨论。
我告诉他，作为一名欧盟商务代表来南非考察公众健康可能让人感到很吃惊，但是，因为正和医药企
业在知识产权方面进行谈判，所以我要亲自来了解这些大公司实施的价格政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
及今后该由此吸取的教训。
格曼尔博士对药价政策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他对我说：“您可能已经看到了，在南非，我们有一些医疗基础设施和相应的初期诊治系统，也与医
疗中心和媒体合作，一起进行防病治病宣传工作，如在亚历山大镇，我们和当地广播电台进行合作宣
传。
然而，其结果呢?如挥剑劈水!病毒仍在蔓延。
人们并不重视预防措施。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没有后续的治疗手段。
如果怀疑自己被感染了，被检查证实了也无法治疗，哪有什么必要去做检查呢?不进行检查，一旦在后
期发现病情的时候，治疗也晚了!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医治措施。
但这种病的医治却有赖于昂贵的药品，而医药公司拒绝销售基因药物，因为这类药的价格只是目前一
般药物价格的1／15，我们可以发放这种药品，因为我们有发放药品的渠道。
”　　我恳切地告诉格曼尔博土，欧盟已经着手重新审查它的政策策略，也会集中各方的力量面对这
场噩运的挑战。
分手时，他告诉我他完全知道我们在布鲁塞尔所做的努力，欧盟所做的一切他都很关注，但是，要快
。
　　禁止雇用童工，是国际劳工组织最早的主张之一，该组织第五号公约明确禁止企业雇用14岁以下
的儿童，那时是1919年。
此后这一禁令被扩展到各行各业。
但是，1973年，国际劳工组织的173个成员国中只有一半多一点的国家批准了关于最小工作年龄的公约
，这其中不包括任何一个亚洲国家。
而统计表明，全球60％的童工在亚洲，约1．5亿。
　　世界对童工视而不见，对镇压工会、强迫劳动和男女同工不同酬也充耳不闻。
当然了，这一切都是有连带关系的。
如果工资很低，而父母又不能集体同资方谈判，孩子们就只能工作，只能在农场、矿场或非正式行业
为他人出口赚汇。
他们在印度编织地毯，在安第斯山制做瓦罐和土坯，然后搬到阳光下晾晒⋯⋯他们一直为出口而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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