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周游游中中亚亚列列国国，，莫莫迪迪是是在在补补课课

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已经一
年有余，他的每一次外交动作都
引人注目，比如刚刚结束的中亚
五国+俄罗斯乌法“双峰会”之
行。此行莫迪收获颇丰，由印度
人担任行长的金砖银行将要开
始运转，印度也将成为上合组织
的正式成员国，而且在短短几天
内历史性地遍访中亚五国。

如果说前两个成果是可预
见的，那么莫迪闪电般地周游中
亚列国却多少有些让人意外，因
为这是该地区1991年独立以来，

印度总理首次一次性访问中亚
全部五国。从访问的行程不难看
出，莫迪此行凸显印度意欲保持
在中亚的文化影响力，同时鉴于
中亚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宗教因
素，反恐等领域的安全合作必不
可少，说中亚将成为印度外交新
的着力点恐怕一点也不为过。

另外，印度更加看重的两点
是军事关系和能源往来。前者着
力点在塔吉克斯坦，如果印度租
下阿伊尼空军基地，将成为落在
俄罗斯和中国后院的一个有力
的棋子，同时该基地可与印度本
土形成对巴基斯坦的夹击之势。
后者则为2010年开始的土库曼斯
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
TAPI天然气管线项目，这一价
值100亿美元的大项目一直进展
缓慢，而加快印度经济发展又少
不了稳定的能源供给。

中亚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
范围，这一点无人否认。同时，近
些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
迅速升温，中亚的能源需要中国
这个大客户，中国的“一带一路”
战略也少不了中亚参与，双方走
近乃水到渠成之事。在这一背景
下，印度介入中亚，自然是要找
补这些年来在当地落下的“功
课”，以平衡俄罗斯与中国在当
地的影响力。

以中国和印度与中亚国家的
经贸往来为例，2013年，中国与这
一地区的贸易额约为500亿美元，
而中亚与印度的贸易额还不足20

亿美元，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印度
落下的功课着实不少，莫迪仅凭一
次全覆盖却点到为止的访问还不
够，他日后还得恶补一番。

即便如此，印度对中亚的外
交政策并非无头苍蝇，相反也有

它的一套规划———“南北走廊”，
一个与能源通道TAPI媲美的大
计划。该计划于2000年提出，印度
和俄罗斯、伊朗三国计划通过海
运、铁路、公路等方式，建立一条
从南亚途经中亚、高加索地区、
俄罗斯最终抵达欧洲的货运通
道。当时很快吸引了其他11个国
家参与，印度官员称之为印方主
导的互联互通，为此印度已投资
伊朗的恰巴哈港。

或许因为“南北走廊”计划，印
度才迟迟没有对中方“一带一路”
倡议做出明确回应。印度驻华大使
康特曾表示，“中印双方都提出了
互联互通的发展议程，我们将继续
寻找两国能共同合作的领域。”鉴
于此，中印在这方面的合作，很可
能类似中俄“一带一路”对接欧亚
经济联盟的合作形式。

虽然莫迪此访堪称历史性

的，而且印度对中亚早有战略规
划，但苦于现实因素，比如地理
上与中亚并不接壤，中间隔着巴
基斯坦和巴控克什米尔这一无
法逾越的屏障，导致印度与中亚
的联系往往是间接的，而且受制
于地缘政治和宗教引发的局势动
荡的影响，比如阿富汗问题，一些
项目的推进都不尽如人意，这是印
度无法改变的短板，需要莫迪在补
课过程中动动脑筋。

对新德里而言，一个好的信
号是莫迪在乌法出席“双峰会”
期间，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举
行了闭门会谈，并接受邀请于明
年访问巴基斯坦。这被认为是继
去年莫迪邀请谢里夫出席自己的
就职典礼后，印巴这对冤家之间关
系缓和的又一进展。如果印巴关系
持续向好，或许会助力印度推进其
中亚战略，否则短板难破。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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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把养养老老钱钱从从床床垫垫下下拿拿出出来来
□崔滨

与A股指数瀑布般下泻同
时，养老金是否入市的征求意
见本周告一段落，这意味着，将
我们的养老保命钱投入资本市
场以寻求保值增值的重大改革
正进入倒计时。

在中国人社、财政部门小
心翼翼地下水“摸石头”时，国
外的养老投资基金早就过河
了。本周，在全球股票市场一片
利空声中，日本政府养老投资
基金逆势宣布，其12 . 27%的投
资收益率和49 . 6%的投资收益
增长，同时创下历史新高。

同目前中国养老金投资只
会放在银行存定期和买国债这
些聊胜于无的方式相比，日本
政府养老投资基金可是把高达
43%的资金都放在高风险的股
市中，称得上是艺高人胆大。这
也是全球各大知名养老金投资
机构共同的特征，所谓富贵险
中求，即便是退休养老的保命
钱，也要有胆略挑战高风险。

其中，英国铁路养老投资
基金是最具特色的一个，他们
的独门秘笈是投资艺术品。从
上世纪70年代起，困扰于股市
汇市的低迷，为几百万铁路工
人打理养老钱的基金会，大胆
转向艺术品市场，他们与苏富
比拍卖行紧密合作，大量购买
了2000余件欧洲知名画家的绘

画作品和其他古董藏品。经过
分批拍卖，这些艺术品为英国
铁路养老基金带来了近2亿英
镑的收入和13%左右的投资回
报率，好于同期英国股票和房
地产投资的回报率。

如果说日本国民养老金是
“涨停板敢死队”，英国铁路养
老金是“艺术拍卖大鳄”，那么
美国加州公务员退休投资基金
和加州教师退休投资基金这两
只全美最大的养老金投资机
构，则喜欢投资大公司做股东。
像全球零售老大沃尔玛，世界
最 大 的 社 交 媒 体 运 营 商
Facebook，很多世界500强公司
的董事会里，都有其谈笑风生

的身影。
当然，这些养老投资基金大

胆追求多元化投资的策略，并不
全是百发百中。比如今年许多大
型养老基金在风险波动更大的
对冲基金上的投资回报率就惨
不忍睹，纷纷清盘退出。

风险面前，我们本能地趋
向保守。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
大萧条时期，还是2008年后的
全球金融风暴时，我们都能在
报章上看到，有人把养老保命
的现金藏到床垫下、塞到袜子
里，就是不存银行、不做投资。
这也是养老基金设立之初最早
的投资风格——— 规避风险，只
选择获得固定低收益的投资项

目。
如此看似安全，但可能是

最危险的。这让我想到大萧条
时代，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
他著名的“炉边谈话”中，谆谆
劝导保守惊慌的市民：“我向你
们保证，把钱存到恢复工作的
银行，要比藏在床垫底下安全
得多。”

此后，以美国为代表，各国
纷纷把养老金从床垫下拿出，
投入资本市场，从极度厌恶风
险到大胆挑战风险，经过半个
多世纪的磨砺，方修成如今的
百花齐放。现在，问题来了，中
国管理部门会用怎样的姿势，
把钱从床垫底下拿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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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德国致力于希腊退欧，
那将引发与法国的严重冲突。这
将成为欧洲的灾难。”

——— 卢森堡外交大臣阿塞尔
博恩反对希腊退出欧元区。

“我们没有秘密，秘密是我作
出哪些决定，但是其它都是透明
的。演习期间我作出的决定也将
是透明的，将邀请俄罗斯和其它
对此感兴趣的国家。”

——— 北约指挥官多姆罗斯日
前表示，将邀请俄罗斯对北约近
10年来最大规模的“快速三叉戟
-2015”演习进行观察。

“犯罪分子窃取并出售身份
信息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一行
动风险低、回报高。我们正努力找
出并起诉与吴孝明类似的网络罪
犯，改变这一现状。”

——— 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考
德威尔14日说。越南一名25岁男
子因非法侵入美国多家企业电
脑，窃取约2亿名美国人的个人信
息并出售获利，被判处13年监禁。

“看起来我们似乎到达山顶
了，其实还没，还得再爬几级台
阶，即使最后失败了，我们也算尽
了义务。”

———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伊核
问题最终解决协议达成前夕说。

“我不记得我说过‘地球是圆
的’这样的话了，给我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寂静，能听到平时根本听
不到的自己的呼吸和心跳。”

——— 人类首次“太空行走”50

周年之际，“太空行走”第一人列
昂诺夫近日接受采访时说。

“这是胡扯，你应该知道的更
清楚。”

——— 美国总统奥巴马15日在
白宫记者会上被问及“在仍有4名
美国人质被扣在伊朗的情况下，
总统对庆祝伊核协议是否感到满
意？”时毫不客气地回应记者。

“推动军事同盟是一回事，但
把菲律宾变成日本军队的行动基
地就是一种奴颜卑膝的丢脸行
为”。

——— 菲律宾政党团体“菲律
宾教师联盟”15日向该国最高法
院递交请愿书，质疑菲律宾与日
本举行军演违宪，要求最高法院
出面阻止。

“如果你觉得对希腊而言，最
好的方案是债务减记；那么我要
说，最好的方案倒是离开欧元
区。”

——— 16日，欧洲央行行长德
拉吉表示，“对希腊进行债务减记
是毫无争议的”。对此，作为希腊
最大的债权人之一，德国财长朔
伊布勒强硬表态。

（赵恩霆 整理）

财富三明治

俄罗斯人为何怀念沙皇

我们的北邻俄罗斯，虽说现
在跟中国关系不错，可俄罗斯人
在想些啥，有时是我们中国人的
思维无法理解的。本周，一则不
大不小的新闻震动了俄罗斯媒
体的神经：据报道，俄罗斯总理
梅德韦杰夫宣布将成立一个工
作小组，专门负责筹备俄罗斯末
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唯一的儿子
阿列克谢和女儿玛丽亚的遗骸
安葬工作。另有消息称，普京正
在考虑邀请沙皇后裔回俄罗斯
生活的可能性。

有赖于苏联文学作品对我
国的影响，上点年纪的中国人
对沙俄那位末代沙皇尼古拉二

世估计都有点印象。作为革命
的对象，此公有“血腥尼古拉”
之称，上台之后以铁腕镇压沙
俄国内革命，最终在十月革命
胜利后，为了斩草除根，尼古拉
全家被更加铁腕的苏维埃政权
秘密处死。在过去的教育中，此
公的一生几乎就是一个生于不
义、死于耻辱的故事。那么，俄
罗斯为何又要在时隔近一百年
后为沙皇翻案呢？

俄罗斯人同情沙皇尼古拉
二世，首要的原因当然是这家人
死得实在太惨了。苏俄革命成功
后，本来是答应放沙皇一条生路
的，但却在1918年突然变卦，为
了保险起见，将其满门抄斩。沙
皇和他的妻子、四个年轻的女
儿，以及年仅14岁的唯一的儿子
全部被杀死，死后还被肢解毁
容。这些细节信息在上世纪80年

代被披露后震惊了整个俄罗斯。
尼古拉虽然在位时并非英主，但
最终却是主动宣布退位的，他的
退位曾给俄罗斯改革提供了不
流血、少流血的机会。遗憾的是，
俄罗斯人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苏
联政府处死这一家人纯粹只是
出于“斩草除根”的实用主义考
虑，这种思路进而贯穿了苏联的
早期革命史。沙皇一家顷刻间的
毁灭，实际上是苏联之后数十年
残酷斗争史的一段序曲，这些都
是埋在俄罗斯人内心深处的隐
痛。

不过，这段惨剧并不能解
答俄罗斯人“沙皇情怀”的全
部。在苏联解体后的几十年中，
俄罗斯人对沙皇一家是否有人
侥幸逃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
兴趣。此次要安葬的阿列克谢
和玛丽亚，作为沙皇最小的一

对儿女，之前一直流传着他们
逃出生天的说法。1991年，新生
的俄罗斯政府在对处死沙皇的
现场进行初步考察后，惊奇地
发现遗骸中没有这两人。这则
消息爆出后，两人被看守放走
的传闻更大行其道。由于王子
患有血友病，能活着撑到世纪
末的可行性不大，但玛丽亚公
主不一样，从1995年开始，先后
冒出过三位年近百岁的老太太
称自己就是沙皇的小女儿，俄
罗斯人民似乎也很愿意相信她
们说的这些故事是真的，然而
发达的DNA技术最终证明老奶
奶们是在撒谎。

此次梅德韦杰夫要特地成
立工作组安葬王子和公主，实际
上是在埋葬俄罗斯一个延续多
年的童话故事，也是在为那段延
续百年的恩怨纠葛做一个了断。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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