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反恐恐联联盟盟三三足足鼎鼎立立不不见见得得是是好好事事

继指挥沙特军队在也门军
事打击胡塞武装之后，本月1 5

日，沙特国王的儿子、副王储兼
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又有大动作。他表示，多国反恐
联盟将协调行动，打击包括“伊
斯兰国”在内的活跃在伊拉克、
叙利亚、利比亚、埃及和阿富汗
的恐怖分子。

萨勒曼王子口中的多国反
恐联盟，既不是美国主导的那个
国际联盟，也不是俄罗斯发起的
四国联盟，而是沙特自己牵头组
建的新的国际反恐联盟。15日，
沙特国家通讯社刊发声明，宣布
沙特将组建由34个国家参加的

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联合行动
中心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以协
调和支持军事行动。

说到反恐联盟，“鼻祖”要算
美国倡导的国际反恐大联盟了。

“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反恐主
张得到包括中俄英法德等全球
超过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
持。去年上半年以来“伊斯兰国”
异军突起，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趁
乱做大。美国以打击“伊斯兰国”
为目标，在去年9月对反恐联盟
进行了“重组”，当时有约40个国
家参与其中。五个月后，这一联
盟扩大到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其中一些盟国直接参与了打
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

相比之下，俄罗斯主导的，
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参与的四
国反恐联盟要“年轻”得多。美国
新反恐联盟成立一周年之际，俄
罗斯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反恐
联盟。虽然组建时间不长，但针
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却成

果颇丰。
沙特牵头的反恐联盟横空

出世，将现有中东地区的反恐格
局从“两强相争”变成了“三足鼎
立”。三个反恐联盟中，美国和沙
特牵头的成员众多，俄罗斯的联
盟表面上看有些势单力薄，但换
个角度，这种“单薄”也可以被理
解为“精干”，这一点在情报共享
和打击效果上可见一斑。

美国和沙特的联盟虽有相
似性，但也存在差异。美国联盟
的主角除了中东盟友之外，多数
都是北约成员国等西方盟国，论
实力显然在沙特和俄罗斯联盟
之上。而沙特联盟的最大特点就
是涵盖面广，除了中东国家，还
有非洲、亚洲等穆斯林国家，凸
显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号召力
和影响力。

单从反恐角度看，反恐联盟
越多，说明更多国家致力于消灭
恐怖分子，看上去应该是件好事。
而且，理论上讲，不同的反恐联盟

之间可以实现力量部署和打击面
的互补，反恐效果应该翻番才对。
但理论上的推断在当前中东局势
的现实中难以实现，“三足鼎立”
将比“两强相争”产生更多掣肘，
协调成本大增。更重要的是，各联
盟都在打着小算盘。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
人多势众，但一年来在打击“伊斯
兰国”方面却效果不彰。难道真的
是因为敌人神出鬼没？恐怕是美
国等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小心思
在作怪。它一方面不愿见到极端
组织做大，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制
造混乱，扰乱美国中东战略；另一
方面它又不希望极端组织被彻底
消灭，企图借其手搬掉巴沙尔政
权。如此这般复杂的内心，美国的
反恐戏岂能演得那么纯粹？

再看俄罗斯，从反恐战果上
来看，让人不得不对普京指挥的
俄军肃然起敬，但这种脏活累活
俄罗斯也不会白干，它积极出手
介入叙利亚反恐战，最主要的是

看到盟友巴沙尔政权又到了危
急时刻，大厦将倾。恰好此时巴
黎恐袭的发生，给了俄罗斯名正
言顺的出兵理由，助盟友稳固政
权，扩大在叙军事存在，转变对
叙反对派态度，增加叙利亚危机
政治解决谈判中的筹码，巩固自
身中东立足点，尽可能争夺中东
事务话语权。

沙特呢，虽坐拥地缘优势，但
实力尚不及美国，外交手腕上也
比不了俄罗斯。作为传统地区大
国，在伊斯兰世界里振臂一呼组
成反恐联盟，沙特此举意在提升
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但也正因这
一联盟太具广泛性，其反恐效果
难免会被打上问号。沙特在也门
尚无法搞定胡塞武装，当反恐界
的龙头大哥怕是有心无力。

所以说，面对日益复杂的反
恐局面，如果三大门派还是各自
为战、形不成合力的话，恐怕不
但不利于反恐，更可能成为越反
越恐的一大诱因。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一周声音

别别再再被被那那些些““伟伟大大””项项目目忽忽悠悠了了
□崔滨

如今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
事情，比如在网上购买商品，用
触摸操控一部手机，起初都被认
为是疯狂而愚蠢的冒险。是“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企业家精神，
把疯狂变成了伟大，也给了投资
人丰厚的财富回报，甚至衍生出
专门的“风险投资”。

眼下，中国商人王靖号称
要投资500亿美元兴建的尼加
拉瓜跨洋运河项目，就在被包
装为下一个将从疯狂中孕育的

“伟大”。但本周，一则该工程推
迟开工的消息，又让环绕其上
的“疯狂”与“伟大”之争议，发
生了微妙的变化。

无论在哪个时代，劈山裂
地贯通陆地海洋的交通动脉，
都是一本万利、日进斗金的事
情。远的不说，光苏伊士运河和
巴拿马运河这两条运营了100

余年的交通要道，就为投资者
赚回了高达百倍的收益。

所以，当2014年由中国财团
兴建尼加拉瓜运河的消息传来，
中国舆论更多将其视为中国企
业“走出去”的例证。毕竟，早在16

世纪，尼加拉瓜地峡就被欧洲殖
民者认为是适合开掘联通大西
洋与太平洋的绝佳通道；而中国
企业这些年在海外也没少修铁
路、建水坝，够实力挖条运河。

但是，尼加拉瓜运河这个
获得了徐工集团和中国铁建两
大央企助力的全球重大工程，
其项目发起方香港HKND集团
却如同笼罩在中美洲湿热的水
汽之中，始终让投资者看不清
它的实力。而且这家公司此前

宣称兴建的克里米亚深水港等
类似项目，都被发现其中疑窦
丛生，有做局圈钱之嫌。

你可以说，马云当年做阿
里巴巴，其言论行状极类“骗
子”；乔布斯最早营销苹果电
脑，也是满口“胡言”；如今运河
项目的暂时受挫，不过是通向

“伟大”巅峰路上的小小挫折而
已。但来自2015年中国经济贸
易促进会的统计数据表明，中
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中，实

际处于亏损状态的比例高达
90%。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机制不
完善、信息披露不透明的非洲、
拉美，投资的风险更大。

说起来，尼加拉瓜运河项目
的波折，不过是中国资本走向世
界漫长征程中的小插曲，我等很
难有机会去参与分享如此全球
瞩目的重大项目，但在生活中我
们经常会见到一些如河北卓达
集团、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e租
宝等诱之以高收益的投资项目。
这些局外人看起来风险极高的
项目，常常被包装以“今天看似
非理性的疯狂，明天就是风光无
限的伟大”，甚至在你的投资血
本无归时，还会被教育以马云的
那套“成功就是熬过一连串的失
败黑夜，等到明天的黎明”，来继
续劝导你追加投资。

不可否认，商业史上的确
有很多伟大的功业，起源于看
上去荒诞不经的念头，但从常
识来说，疯狂到近乎不理性的
行为，就是投机，赌的就是万里
挑一的小概率；对大多数寻求
长期稳健回报的人来说，还是
投资一个在运营上有迹可循的
公司来得更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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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土耳其政府中有人想
去‘舔’美国人的某些地方，我不
知道他们这么做对不对，美国人
到底需不需要他们这样做。”

——— 普京17日在年度大型记
者会上回答土耳其击落俄战机是
否存在第三方力量的提问时说。

“我真诚希望（韩朝）双方能
继续对话，在这方面，作为联合国
秘书长和来自朝鲜半岛的一员，
我准备提供任何服务。”

———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１６
日在年底记者会上说，仍在与朝
方就访朝事宜进行协商，希望能
尽快就访问日期达成一致。

“如果你（恐怖分子）针对美
国人，那你将没有安全的藏身之
处。我们会找到你，为我们的国家
战斗。”

——— 美国总统奥巴马17日发
表讲话，强调目前美国没有发现

“特定和可信的”威胁，民众可以
安心过节。

“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任何反恐
行动都要在国际法框架下进行，
遵守安理会相关决议，尤其是要
征得当事国同意，并有助于维护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中国外长王毅17日晚在
纽约会见伊拉克外长贾法里时
说。贾法里通报了土耳其派遣军事
力量进入伊北部地区事态，希望中
方支持安理会就此问题召开紧急
会议，敦促土立即撤军。

“世界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
化，而对此最痛苦的应该是朝鲜。”

——— 韩国外长尹炳世17日在
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
上指出，当前朝鲜选择“对话”还
是“挑衅”引人关注。

“化学武器原料从土耳其运
出后，再在叙利亚境内IS的实验
室合成沙林毒气。”

——— 土耳其反对党共和人民
党议员埃德姆近日向“今日俄罗
斯”新闻频道透露，“伊斯兰国”从
土耳其接收合成致命神经性毒剂
沙林的原料。

“目前规模的（难民）涌入如
果持续下去，即便德国这样的国
家也会不堪重负。”

——— 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表
示，德国在恪守自己的人道责任，
但会采取措施“明显减少”入境的
难民人数。

“我们一直以一种非常建设
性的方式在该地区进行航行。”

———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
17日表示，澳大利亚没有计划停
止在南海的侦察行动。

（赵恩霆 整理）

财富三明治

法国“啃老族”与澳洲“飞去来”
“啃老族”其实不仅仅是“中

国的”，他们更是“世界的”。
法国皮埃尔神父基金会在

12月5日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
认为，法国年轻人与父母同住一
个屋檐下而不独立出去的现象
已变得很严重。报告指出，有450

万成年人（其中130万超过25岁）
栖住在父母、祖父母或朋友家。

法国《世界报》网站12月12

日报道，法国人达维·隆若18岁
时离家，和女友一起住在法国西
部德塞夫勒省首府尼奥尔，那里
的房租很便宜。后来，因为在法
国西部滨海夏朗德省首府拉罗
谢尔找到了工作，不得不离开尼
奥尔。如今25岁的他又不得不和
妻子与父母同住，因为外面的房
租太贵。可父母的住房太小，况
且其父亲还有病，他们夫妻只能
睡折叠沙发，将其所用物品放在
车库里。

报道称，新出现且令人担忧
的事实是，如今还有150万年轻
就业者因房租贵和工作的不确
定性而使得自己独立出去的计
划受阻。更糟糕的是，重回父母
家在2013年涉及33 . 8万超过25岁
的非大学生人群，他们体验过时
间不短的独立居住。早在2 0 0 2

年，他们的人数为28 . 2万，相当
于10年间增加了20%，确切地说，
这期间出现了房价飞涨，人们至
今还难以衡量出会给社会造成
多大的损失。

无独有偶，澳洲网12月16日
报道，澳大利亚年轻人成年后常
住父母家也已经不是新闻，墨尔
本大学近日推出了针对这一“新
常态”的研究结果，样本量超过
200万人次，对这一现象背后的
成因、家庭成员对此事的态度等
问题进行了研究。

墨尔本大学副教授斯左克

和首席研究员伯恩共同回顾了
过去15年关于西方亲子关系的
学术研究，这些曾经试图离家独
自生活又因种种原因回到家中
的孩子被称为“飞去来”子女，他
们的离家自立尝试则如同一次
失败的“发射”。

斯左克称，不仅在澳大利
亚，放眼整个西方世界这种情况
已变得十分普遍。澳大利亚统计
局的最新数据显示，维多利亚州
和新南威尔士州会在20岁至24

岁之间搬出父母家的年轻人数
量大幅下降。

研究认为，教育在就业市场
上的重要性是导致孩子“飞去
来”的重要原因，子女需要完成
高等学业让搬出父母家的成本
变得更加昂贵。对澳大利亚这样
的国家来说，房价和房租的上涨
更增加了独自生活的成本，很多
年轻人都对脱离家人支持进行

学习和生活没有信心。
对许多家庭来说，接受这一

“新常态”并不容易，特雷梅恩在
19岁时欢天喜地地搬出父母家，
一年后却因生活的昂贵又搬回
了家，她的母亲对这一改变很不
开心，她说：“我觉得不舒服，你
作为一个孩子第一次离开了家，
就算你选择作为一个独立的成
年人回归，也必须适应家里仍像
孩子一样对待你。”

研究表明，很多成年子女因
为家规、责任和财政问题会与家
长发生冲突。伯恩称，双方的期
望和角色导致了很多矛盾，有些
家长会觉得孩子像住酒店一样
住在家里。不过也有一些父母安
于这种情况，伯恩自己的母亲有
菲律宾背景，并表示菲律宾人在
结婚前都和父母同住，年龄不是
问题。

（宗禾）

涨知识

中国商人王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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