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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观点

当中国2010年超越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经
济衰落成了日本必须面对的
现实。为此，安倍重提明治天
皇“富国强兵”的口号，认为日
本只有富裕起来才能保护自
己，只有在能够保护自己的情
况下才能同中国对抗。

一个有可能成为全球需
求源头的繁荣的日本不会成
为指责的对象，相反，一个将
自卫队升格成国防军的军国
主义情绪高涨的日本会给东
亚增加安全问题。

此外，安倍还准备修宪以
获得集体自卫权，这是对和平
宪法中进步思想的彻底否认。
安倍正在冒险埋下地区冲
突的种子，这种冲突可能会
以贸易战争的形式削弱经济
增长。

安倍振兴日本的想法没
有错误，他将在参议院选举之
后获得一次证明自己的真正
机会。恢复日本地位的正确做
法是把精力集中在重振经济
上面，而不是回归军国主义。

泡沫破裂之时

就是国家破产之日

其他国家正在忧心忡忡
地关注着安倍在经济上进行
的实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有
可能再次成为全球的增长引
擎吗？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
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对安倍
政府的做法大肆赞扬。然而，
亿万富翁、投资家乔治·索罗
斯则警告说，如果日本投资者
出于日元贬值的考虑而将存
款转移到国外的话，那就是一
场“雪崩”。

在东京，持反对意见的人
认为，围绕着安倍经济学的所
有喧嚣只是在为日本的结构
性危机涂脂抹粉。东京瑞穗证
券首席经济学家上野康成说，
这是“一场泡沫”。他说，日本
正在经历人口快速老龄化阶
段。到2040年，超过65岁的人
口将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而人口的数量预期将下降
2000万。

“谁来确保必需的经济
增长？”上野问道。他说，安
倍经济学的支持者虽然承
认人口下降是通货紧缩的
主要原因，但他们没有提出
扭转这种趋势的任何措施。
据统计，日本民众的工资仍
未实现上涨，商业零售数据
和工业产品指数亦未出现
增 长 ，商 品 的 价 格 仍 在 下
跌。种种迹象表明，已经持
续了 1 5年的通货紧缩趋势
仍在持续。

在索罗斯的前顾问、美
国摩根大通前明星交易员
藤卷健史看来，日元贬值几
乎不可能阻击日本衰落。他
在自己的最新著作《日本破
产》中预测，日本即将破产。
藤卷说，安倍经济学正在加
速日本的衰落。他预测，日
本政府将不得不每年发行
价值44万亿日元的国债，用
来填补财政赤字。如果日本
央行加剧通货膨胀，日本国
债的收益率也会随着巨额
债 务 的 增 加 而 上 升 。他 预
测 ，为 了 避 免 出 现 债 务 违
约，日本银行最终不得不发
行更多的日元。“这将会导
致超级通货膨胀”，其最终
结果是政府无力还债，日本
走向破产。

（上接B01版）

近年来，国际舞台上出现
了明显的权力真空。是时候寻
觅新的全球宪兵了。昔日霸主
美国已疲于应付，而今日的欧
洲显然不具备80年前睥睨四方
的实力。人们只能将目光投向
亚洲，但那里似乎也问题多多。

1998年，时任美国国务卿
奥尔布赖特称美国为“不可替
代的国家”。15年后，最适合华
盛顿的定义应当是“江河日下
的国家”，一个正在滑向衰落、
更关注国内民生而非阿富汗、
中东的超级大国。美国已疲于
奔命，这不足为奇。

谁会取代美国？美国不情
愿继续充当世界领袖，欧洲无
力接班。不管是否情愿，最有
可能的候选者无疑非中国莫
属。何况北京所面临的经济问
题，其复杂程度并不能与欧
洲、美国当前深陷的窘境相提
并论，因此，一旦北京处理好
自身问题，手脚便不再受束
缚。不过，北京对于全面超越
美国并不感兴趣。

点评：在全球经济复苏缓
慢、地区热点频发的当下，世界
不需要什么领袖，需要的是各
大国、各新兴经济体之间摈弃
贸易保护主义，拿出诚意来对
话与合作。中国奉行和平发展
和不称霸的政策，中国感兴趣
的是与更多的伙伴共同发展。

关于美国迟迟没有对叙利
亚动武这个问题，目前最可信
的一种说法认为有三个原因：
奥巴马政府内部有分歧、对叙
利亚的实际力量对比存在误
判，而且奥巴马本人优柔寡断。
不过，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
是：奥巴马政府正在表现出适
当的克制，因为美国有过苦涩
的经历，而且目前高于一切的
战略任务是摆脱伊斯兰冲突
圈，与中国进行更多的接触。

美国之所以不参与叙利
亚内战，最明显不过的原因
是：在三个阿拉伯国家的“独
裁”政权被推翻后，后来的事
态发展令美国感到非常失望。

“阿拉伯之春”的确帮助唤醒了
“逆来顺受”的民众，但这场革
命仅仅是推翻了“独裁”统治，
这些国家的基本条件仍然不支
持“民主制度”的建立。

美国要以微妙、不具挑衅
性的方式应对中国。要想做到
这一点，美国政府不仅需要航
空母舰和密集的外交行动，还
需要持续地关注中国，不被其
他地方发生的危机分心，尤其
是可能带来麻烦的中东地区。

点评：恰恰相反，美国不
仅利用军演或背后输送支援
等方式保持在热点地区的存
在，并使朝核、伊核和叙利亚
危机高烧不退，还时不时通过
军事或贸易保护主义等极富
挑衅性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
美国喊着接触的口号，行的是
遏制的事实。

菲律宾耍横是想做
美亚太战略新支点

菲律宾枪杀台湾渔民事件不
断升级，菲方缺乏诚意的道歉得到
的是台湾方面第二轮制裁的回击。
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禁要问：菲律
宾为何如此胆大妄为开枪杀人？有
种说法是：菲律宾把在南海黄岩岛
争端中受的气，撒在了台湾渔民身
上，或者说所谓的“欺软怕硬”。然
而，事情并非完全如此。无论从经
济实力还是军事能力，菲律宾均不
是台湾方面的对手，它之所以敢出
手，皆出于背后美国的因素以及其
自身的国家定位。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
背景下，作为传统“第一岛链”中
段的菲律宾地位凸显：不仅距离
中国海军进入西太平洋的宫古水
道、巴士海峡较近，而且直接濒临
南海。在美方看来，菲律宾的位置
有助于其有效且间接地在中国周
边制造并保持不稳定因素，以达

到牵制中国的目的。
同时，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

五大盟国之一，美国一直以来都
在撮合菲律宾与其他四国(日本、
韩国、泰国、澳大利亚)之间的合
作关系，尤其是军事合作。当前，
在泰国始终与中国保持友好关
系、澳大利亚表态不视中国为战
略威胁以及中韩关系有望再度升
温的情况下，菲律宾就成了北连
日本遏制中国的桥头堡。美军不
仅借重返亚太之机在日本新增并
部署先进武器装备，还时隔20年
后于2 0 1 2年重返菲律宾苏比克
湾，半永久性地驻扎在这一一度
成为美军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

有华裔背景的菲律宾总统阿
基诺自2010年6月上台以来，虽也
曾效仿其母亲、菲前总统阿基诺夫
人访华寻根，但与其母上台后示好
中国、对美态度游移不同的是，阿
基诺始终坚定地紧抱美国大腿，并
制造领土争端以加强军备，缓和与
菲军方的关系。也正因此，他没有
重蹈其母屡遭军事政变的威胁。

中菲黄岩岛争端、中日钓鱼
岛争端相继爆发后，菲律宾一方
面积极充当“马前卒”，在美国以
所谓保证航行自由为借口插手南

海事务之时，大闹东盟会议；另一
方面，面对日本国内日益严重的
右倾化趋势，菲律宾政府竟然喊
出“欢迎日本再军备”，并借安倍
内阁推行价值观外交之机，主动
拉近与日本的距离，积极获取日
本的舰船援助，频繁参与美国主
导的亚太多国军演，俨然以一副
强硬姿态宣示菲律宾是美国在亚
太除了日本之外最重要的盟友。

除了美国在背后撑腰，阿基诺
的这股不知深浅的勇气，还来源于
其在国内不断巩固的政治基础。随
着日前菲律宾中期选举的成绩陆
续揭晓，阿基诺几乎确定可以前所
未有地掌控国会众参两院。这意味
他在剩余的三年任期内，可继续大
力推行改革和振兴经济大计，以及
可以继续无所顾忌地在某些热点
问题上滋生事端。

外有美国撑腰，内又政权巩
固，大好形势下的阿基诺有些忘
乎所以。在枪杀台湾渔民事件发
生后，玩强硬、玩沉默、玩轻佻，实
际上这都是在玩火。阿基诺治下
的菲律宾，仍是军事和经济上的
矮子，自不量力地高估国家地位，
结果只有玩火之后引火烧身，平
不了事也收不了场。

欧盟最近的日子不怎么好
过，自身还在经济危机的泥潭里
挣扎，内部又偏偏有人在这个时
候跳出来嚷嚷着要散伙。而这个
声音，毫无意外地来自多佛尔海
峡另一边的不列颠——— 近来，英
国保守党内阁高官频频发难，公
开支持英国脱离欧盟。而《金融时
报》更早的民调则显示，高达50%

的受访者希望英国退出欧盟。而
一旦英国退出，是否会引发其他
国家的连锁效应，成为了一个值
得担忧的问题。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苦苦维系
着欧盟稳定的德法两国，不知会对
英国此时的反水作何感想。或许他
们会佩服欧盟的缔造者之一、法国
总统戴高乐当年的远见卓识。戴高
乐曾两次力排众议，拒绝英国加入

欧共体（欧盟的前身）。这位倔老头
当年撂下的狠话是这样的：“等着瞧
吧，英国就是一只打入欧洲的特洛
伊木马。”从目前的结果看，他老人
家不幸言中了。

指挥坦克战出身的戴高乐没
学过经济学，今天欧盟面临的复
杂经济问题他肯定看不懂。老先
生是怎么一眼识破英国的脑后反
骨的呢？其实这说难也不难，虽然
和英国肩并肩地打了两场世界大
战，但老邻居是啥脾气，法国人可
从来就没忘了。

英国在“迷途知返”地回归欧
洲之前，搞了整整四百年的“大陆
均势”政策。这个政策的实质，在
英国看来是“始终反对欧洲的最
霸权的国家”（丘吉尔语）。不过，
如果站在欧洲人的角度讲，或许
换种说法更贴切些，也直白些：谁
敢动统一欧洲的念头，英国就和
谁没完。西班牙王位战争以前的
旧账就不翻了，从法国大革命算
起：拿破仑要建立“欧罗巴共和
国”，英国组织反法同盟；俄罗斯
牵头建立神圣同盟向欧洲扩张，
英国联法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德

国统一要建立“千年帝国”，英国
联系俄法组成三国协约。通观历
史，英国孜孜不倦地挑唆着所有
欧洲大国轮番斗了个遍。目的只
有一个，就是不让欧洲统一。

地缘政治学说告诉我们，整
个人类文明的兴衰史便是一部争
夺世界中心的历史。文艺复兴以
前欧洲的中心在地中海，这造就
了意大利的繁荣。地理大发现
之后，世界的中心移向大西洋，
所以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
家相继兴盛。而近代以来最有
理 想 统 一 欧 洲 的 国 家 无 非 德
法，这不能不说与他们处于欧
洲中心的位置有关系，而这个
设计思路如果实现，英国将从
大西洋时代的中心位置，被打
回“欧洲边区”的原形。这是高
傲了四百多年的英国人无论如
何不能接受的。

想让大西洋两岸再近些，却
害怕欧洲挤在一起，这解释了为
什么一方面卡梅伦和奥巴马畅谈
着新的美欧贸易协定的裨益，另
一方面却又有那么多英国人嚷嚷
着要从欧盟分家。

俄罗斯《专家》周刊：

寻找世界新领袖

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应远离

叙利亚泥潭

英国，潜入欧盟的“特洛伊木马”

改写自由？
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手拿“(宪法)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对着电话

说：“亲爱的，给我改写！……”他办公桌上放着的是“美联社电话通话记录”。
美联社13日宣称，美国司法部秘密获取了其新闻报道活动中长达两个月时
间的电话通话记录，是“史无前例的大肆侵扰”。(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畅所昱言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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