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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瞭望台

美国是自己

最大危险和最难缠的敌人

奥地利《新闻报》网站
10日发表了对美国政治战
略家费尔特曼的专访。

文章指出，费尔特曼在
1988年推出了“冲突指数”，
2010年有大学生利用它预测
到穆巴拉克政权倒台。这给
人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
象，因为当时几乎没有哪位
专家将埃及列入关注名单。

费尔特曼认为，下一个
该轮到叙利亚了，而伊朗也
随时会发生变革。不过，伊
朗人富于远见卓识，他们不
清楚起义会令局面变好还
是变坏，因此在其他伊斯兰
国家发生的情况目前不大

可能在伊朗出现。
对于罗姆尼如果当选

美国总统是否会对伊朗动
武，费尔特曼认为，只要美
国没有受到攻击，对世界上
的某个国家发动战争对美
国就没有好处。他说，伊拉
克战争或许对美国没好
处——— 尽管如此，乔治·W·
布什还是发动了这场战争。
因此，他对小布什很失望。

他认为，美国最大的
危险就是美国。美国是自
己最难缠的敌人，因为美
国总是把自己带入困境，
然后就投掷炸弹或派遣地
面部队。

为了挽救欧元，欧洲领导人正在
与时间赛跑。但问题在于，在欧元拯
救者手中的工具被用完之前，南欧的
经济能否恢复。

整个世界都在预估这个不堪设
想的结果：南欧多个国家退出欧元
区，甚至整个欧元区瘫痪。要预测该
恶果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并非易事，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破坏力将非
常巨大。

如果里拉(意大利昔日货币)或
比塞塔(西班牙昔日货币)重新流通，
这些货币对欧元将会被贬值。一些专

家估计，它们将会贬值20%～25%，甚
至40%。

德国货物将会更昂贵，将不再有
竞争力。

还有专家担心，地区主义将会重
新在欧洲抬头，一些国家将会重新设
置关税障碍来保护本国工业。这一切
将会让德国出口经济陷入危机。

如果南欧国家脱离欧元区，这些
国家的银行客户将会提取款项，出现
银行挤兑情况，而西班牙和意大利的
银行会因此而倒闭。随之而来的是，德
国银行也将不得不关门歇业。即便不

发生大规模银行挤兑情况，多国提取
现金也会动摇欧洲银行系统的基础。

经济学家估计，欧元崩溃后的前
两年，欧元区国家的经济产出将会损
失12%，即1万亿欧元以上。这种结果
对德国的经济也是灾难性的。德国经
济的振兴与经济奇迹将会突然终结，
银行和公司将会像多米诺骨牌那样
倒下。

当然，最坏的结果仍可避免，欧
洲人仍有能力拯救欧元，这就需要改
革欧元。但这个任务并非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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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崩溃的恶果
你未必知道

中国的创新能力

为何难以超越美国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
网站11日发表题为《中国能
在创新方面赶超美国吗？》
的署名文章，作者美国家用
电器工业协会主席加里·夏
皮罗在文章中指出，毕马威
管理咨询公司最近对全球
企业高管进行的一项调查
发现，4 5 %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将成为下一个全球技
术创新中心。中国最新提
出的五年规划包括从世界
工厂向世界革新者转变的
任务。
尽管中国在制造业和建筑
业方面获得显著成功，但
该国还远没有达到引领世
界创新的地步。要想创新，
就必须具备挑战现状的能
力。但是和美国人不同，中

国人从小并没有被教育或
鼓励挑战现状，他们刚刚明
白挑战现状的重要性。

美国人强于创新是有
多方面原因的：美国人有一
种“我能行”的态度；有奖励
能干的创业者的自由市场
制度；有一种鼓励提出质
疑、而不是机械学习的教育
制度；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
案提倡人们持不同的观点，
政府不得进行审查；美国有
多样化的社会；美国乐意把
失败视为一种学习经历，而
不是耻辱的象征。

相比之下，中国人历来
喜欢模仿别人，惯于因循守
旧。考虑到这种巨大的文化
差异，中国人从制造业向创
新转变或许有些费力。

中
国
观


	B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