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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不少国家的女政治家相继当选为国家领导人，成为了国际政坛风云变幻中一道别样亮丽的风
景线！
从二战后的世界历史看，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女性人数始终在呈上升之势：上世纪50年代有1人，60年代
有3人。
70年代有7人，80年代有11人，90年代则超过20人。
针对上述现象，很多人都认为，传统的政治文化正发生变化，女性的政治地位正迅速提升，21世纪将
有可能成为“她世纪”，世界将会变得更和平、更安宁、更精细、更和谐。
    二战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过的女性领袖，留名者不过是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以色列第一位
女总理戈尔达·梅厄、英国前首相撤切尔夫人等寥寥几人。
    但是，这一情形正在逐渐的改变⋯⋯因为越来越多的女人正在一次又一次的打破着“男性政坛”的
不败神话。
    在亚洲的近二十年，女性治国早巳成为一项传统。
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孟加拉国的两位女总理卡莉达和哈西娜、菲律宾总统阿罗约都是亚洲
政坛长久的风景。
这些女政要们很可能昨日还在相夫教子，今天却应政治的召唤而成为了巾帼英豪。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领袖叱诧政坛，“她世纪”依稀可见，而原先的世界政治议题也因性别元素的
搅合而面甘逐渐模糊。
    在三十多年前的撒切尔夫人和英迪拉·甘地时代，充斥着核武器、对抗、冷战这样的政治议题，女
性领袖的作风也随之被锻遣得几与男性无异。
甚至必须比男性更强硬，因为那个年代独有的政治家生存法则为女性执政打上了坚实的男性烙印。
    可时代的变化并没有消弭女性领袖的强硬作派，却令女性性别特征的回归成为了可能。
对于女性领袖来说，温柔婉约不再成为影响她们执政的弱点，民众对于女性领袖的期许也不只是拘泥
于此前的铁腕、强硬，而是更加趋于秉和、慈爱。
    一旦成为国家领袖，穿插在政治秀场的台前台后，那么，复合身份便成为女性领袖的权衡之难。
    虽然政治家可以有性别，但是当前国际政坛的男性倾向仍是毋庸置疑，大多要职仍为男性把持。
踏入这个圈子，想要和男性领袖掰手腕，女性领袖必然要舍弃一部分女性的思维方式和做事风格，从
男性维度出发，按照游戏规则出牌。
这时的她是一个中性的身份。
    对上个世纪的女性领导人而言，性别曾经是一种弱势。
正因为此。
她们有意无意地同那些人们心目中的“女人味”拉开距离，向“男子汉大丈夫”靠拢，甚至有时对女
权主义嗤之以鼻。
直至她们走上权力顶峰后，也并没有真正给女性贡献更多权益。
    就在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纽约时抛曾评论，在多名美国总统竞选人中，希拉里的外交政策并
不比其他候选人更“温情”，她在伊朗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甚至显示出更为强硬的态度。
    如果改变从属地位就必须以放弃女性特征为代价，那么女性成功的意义又何在？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舞台上，不少女性领袖都试图以各种形式来挑战性别政治，美丽性感的季莫申科、
性感刚强的迪尔马、温文尔雅的克里斯蒂娜等人都在努力的向外宣告自己强烈的女性魅力，她们都只
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打破政坛不相信“女人味”的惯例。
    越来越多的女性参政和执政已成国际政坛一道亮丽的风景，女性“当家”也给政治议题注入不少感
性和温情。
除英国、荷兰、丹麦等世袭王位的君主外，目前全球还有多名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目前仍在执政的女
性国家元首(总统)和政府首脑(总理)，总的来说还真不少。
    自从1974年，阿根廷的庇隆夫人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统，拉开全球女性执政的序幕。
迄今为止，全世界主权国家已经出现过57位女总统或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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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以女性总统计，全世界共有28位女性当过总统，拉丁美洲出现了12位女总统。
几乎占据了全球女性总统席位的半壁江山。
    在这些女性总统、总理中，她们的肤色各不相同，她们的道路各有崎岖，她们的成长各有悲喜，她
们的名声各有好坏。
她们强硬中不失温婉，她们严肃中不失性感，她们美丽中不失大方，她们落魄中不失身份。
她们就是这样的一种女人，有着自己的家庭生活，有着自己的政治梦想，有着自己的奇闻轶事，有着
自己的英明决策。
    而在今天。
她们褪下了身上的光环，她们掀开了各自的隐私，只因为，这一本神秘的美女总统(总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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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务员关注中外时事丛书·美女总统（总理）私人档案：盘点全球政坛女当家》介绍了1974
年，阿根廷的庇隆夫人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统。
当代全球女性执政的序
幕就此拉开。
迄今为止，全世界主权国家已经出现过56位女总统或总理。
在这些女性总统、总理中，她们的肤色各不相同，她们的道路各有崎
岖，她们的成长各有悲喜，她们的名声各有好坏。
她们强硬中不失温婉，她们严肃中不失性感，她们美丽中不失大方，她们落魄中不失身份。
她们
就是这样的一种女人，有着自己的家庭生活，有着自己的政治梦想，有着
自己的奇闻轶事，有着自己的英明决策。
而在今天，她们褪下了身上的光环，她们掀开了各自的隐私。
只因为，这一本神秘的美女总统（总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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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一位资深的保守党政治家，撤切尔夫人的政治哲学被通称为“撤切尔夫人主义”，这种政治哲学
包含了选择性地在部分领域减低公共开支、减低直接税、撤销对商业活动的管制、货币主义政策和私
有化计划。
另外，早在她担任首相以前，由于她高姿态地反对共产主义，而被苏联媒体戏称为“铁娘子”，这个
别名至今仍常常被引用。
    在对外事务上，她与美国维持了“特别关系”，并与美国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结成了紧密的盟
友。
而在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战争，撒切尔夫人调遣英国皇家海军，从阿根廷手上夺回了福克兰群岛。
    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期间，对英国的经济和文化面貌作出了既深且广的改变。
她削减工会的力量，减低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干预，又戏剧性地扩大自置物业，这一切的目的皆为希望
建立一个企业化的社会文化。
此外，她又有意为英国摆脱福利国家的色彩，而鼓励更具弹性的劳工市场，以希望能够提供更多职位
和适应市场状况。
但受到八十年代初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撒切尔夫人的政策造成了很严重的失业问题，从而加速英国
本土的逆工业化。
故此，撤切尔夫人特别不受南韦尔斯、达拉谟郡和约克郡南部一带以及传统采矿地区的欢迎。
在1984年6月19日的演讲辞中，撒切尔夫人便指罢工的矿工是“内敌”，必须为自由和民主而将他们击
败。
    撤切尔夫人在1979年5月4日组成了新一届政府，她被寄予厚望，去扭转英国经济衰退的情况，以及
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此外，她对公务员认为她的使命是使英国重建昔日大英帝国的光辉和加强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感到很
愤怒。
相反，她却与1980年新当选美国总统的朗奴·列根建立一种哲学上和心灵上的盟友关系；而对1984年
当选加拿大总理的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则建立了较小限度的关系。
似乎在当时，保守主义成为了英语国家之间的主要政治哲学。
    在1980年5月，在爱尔兰总理查尔斯·豪伊到访英国，与撤切尔夫人谈论北爱尔兰问题的前一天，撒
切尔夫人在下议院说：“北爱尔兰的宪制事务，是北爱尔兰人民的事，是本政府的事，也是本议会的
事，其它人不应干涉。
”    1981年，一批爱尔兰共和军和爱尔兰国民勰放军的囚犯，在北爱尔兰的美斯监狱举行绝食，要求
得回5年前被取消的政治犯待遇。
其中最先发起绝食的波比·山德士，在绝食几星期前才刚当选为弗马纳及南泰隆选区的下议院议员，
但最终因为绝食而死。
    撒切尔夫人在绝食发生时一口坚拒恢复该批囚犯的政治犯待遇，并指“罪行就是罪行就是罪行，无
关政治。
”然而，当再多9个人因绝食而死和在绝食结束后，面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边境的日益不和及广泛的
地方骚乱，撒切尔夫人的立场终于软化，重新让该批有准军事性质的囚犯得回部分政治犯应有的待遇
。
这次事件，使爱尔兰共和军乘机作了一次成功的宣传之余，其中由于新芬党在绝食事件提供资金，所
以支持度更大幅上升。
    此外，撤切尔夫人则继续推行前任工党政府所实行的“阿尔斯太化”，这个政策出自前任工党政府
的北爱尔兰事务大臣罗伊·海森，他认为北爱尔兰的统一论者，应该站在前线对抗爱尔兰共和主义。
因为这个建议一方面可以减轻英国陆军在北爱尔兰的压力，也一方面提升了阿尔斯太防卫军团和皇家
阿尔斯太警察的地位。
另外。
撤切尔夫人又拒绝使用爱尔兰语称呼天主教在爱尔兰的枢机主教，而用英文称呼他为“费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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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政策上，撒切尔夫人上任后便调高利率以减低货币的供应。
她叉喜欢提高间接税的重要性，因而大幅调高增值税至15％，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
以上的措施对商业构成了冲击，其中以制造业尤为严重，并使国内的失业人数急增至2百万人。
但有趣的是，撒切尔夫人早期施行的税制改革，是建基于米尔顿·佛利民有关货币主义的理论，而不
是朗奴‘列根般，采用阿瑟，拉弗和裘德·万尼斯基的“供给面经济学”。
总言之，英国在八十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使撒切尔夫人政府的经济政策受到广泛的责难。
    面对低迷的经济状况，政治评论员纷纷回想希恩政府当年的“180度掉头”，并猜测撒切尔夫人会照
办不误，但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的保守党大会上作出了明确答复，她说：  “我要对那些正屏气凝神，
等待着传媒所讲的180度掉头成真的人说，如果你要掉头便由你，但本小姐绝不掉头。
”她的答复在1981年的财政预算案得到落实，纵使有364，名知名学者发公开信，对经济改革表示关注
，但税率仍然在经济衰退的中期增加了。
结果到了1982年1月，通胀率下降至单位数字，而利率亦随之下降。
失业情况则继续恶化，据官方统计数字，当时英国国内失业人数达360万，而很多以其它失业定义作准
则的非官方统计，更指失业人数高达500万。
但是，泰比勋爵却指。
由于有不少在职人士在索取失业补助，所以他怀疑实际的失业人数比300万还要低。
    英国的国防开支在撤切尔夫人任内遭到了削减，其中在南大西洋地区，福克兰群岛因此而受到忽视
，另外极地巡逻船忍耐号也被迫退役。
此外，在移民改革上，不少大英帝国残余属土的人民权益亦受到损害，当中，为防范殖民地香港
在1997年回归中国而引发大批港人移入英国。
撒切尔夫人先发制人地声明香港市民没有居英权，因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
而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一事，也成为了撒切尔夫人任内最难下决定的外交难题。
    在阿根廷，一个不太稳定的军事政权把持了政局，但这个政权因差劲的经济表现而不受广大的国民
欢迎，为了增加支持，阿根廷的军政府决定在。
1982年4月2日，入侵阿根廷称之为马岛的福克兰群岛，对于英国来说，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
来首次遭到的入侵。
阿根廷自1830年代以来便声称拥有福克兰群岛的主权。
因而一直与英国发生纠纷。
面对阿根廷人的入侵，撒切尔夫人连忙做出了部署，还指派了英国皇家海军去重夺群岛，遂而爆发了
福克兰群岛战争。
最后，英国战胜了阿根廷，夺回了群岛，重申主权，使英国国内一时闻因为撤切尔夫人而重燃了爱国
热诚，而她的声望亦由谷底反弹。
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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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过的女性领袖，留名者不过是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以色列第一位女
总理戈尔达·梅厄、英国前首相撤切尔夫人等寥寥几人。
    但是，这一情形正在逐渐的改变⋯⋯因为越来越多的女人正在一次又一次的打破着“男性政坛”的
不败神话。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领袖叱诧政坛，“她世纪”依稀可见，而原先的世界政治议题也因性别元素的
搅合而面甘逐渐模糊。
    《美女总统私人档案--盘点全球政坛女当家》(作者唐博辉)讲述女性政治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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