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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沙特特砸砸钱钱塑塑造造大大国国影影响响力力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埃及就
从“阿拉伯之春”后短时间建立民主
制度的典范，沦落成可能重回军人
统治的国家。面对血腥的清场行动，
西方国家游移不定，这时，一个大
腕——— 沙特——— 发声了。沙特外交
大臣警告西方国家不要拿削减援助
的方式干涉埃及内政，“阿拉伯和伊

斯兰国家有钱，可以毫不犹豫地帮
助埃及。”更早之前，沙特国王也曾
有过类似表态。

沙特的表态并不意外。穆尔西
上台后向伊朗伸出橄榄枝，这让与
伊朗势不两立的沙特极为不爽。穆
尔西下台后，沙特最先向埃及临时
总统曼苏尔发去贺电，声称坚决站
在埃及临时政府一边，并支持埃及
当局对暴力分子的清场行动。

之所以有如此硬气的表态，缘
于沙特鼓鼓的腰包。这个海湾石油
大国，最不缺的恐怕就是钱了。7月
初穆尔西刚被拉下台，沙特就联合
阿联酋、科威特给埃及临时政府“输
血”，三国分别援助50亿美元、30亿

美元和40亿美元，而2013年6月的数
据显示，埃及国家外汇和黄金储备
也才149亿美元而已。

沙特之所以出手阔绰又提高调
门，在于它看中了埃及这块肥肉还
没完全被美国榨干，可以通过金援
的方式影响埃及政局，进而提升自
身的地区乃至世界影响力。

这种手法很眼熟。去年7月，代
表穆兄会的穆尔西上台不久，卡塔
尔这个海湾小国就斥资80亿美元支
援穆尔西政权。这也是卡塔尔企图
靠扳倒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而扬名立
万的算盘落空后，又一次在地区大
国身上搞投资，继续构筑它的大国
梦。

沙特又何尝不想如此。随着以美
国页岩气革命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
的兴起，石油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不再
像历史上几次石油危机期间那样绝
对。因此，沙特、卡塔尔等海湾石油富
国需要另辟蹊径保持国际影响力。

很显然，卡塔尔和沙特两大富
国先后出手，有争夺埃及这块阵地
和地区大国形象的考虑。当时卡塔
尔援助穆尔西政权，就已经引起一
直以来处处提防穆兄会势力的沙特
的不满。此番从穆尔西被拉下台到
埃及当局强力清场，卡塔尔这个曾
经的金主噤若寒蝉，沙特则趁机华
丽转身成为主角。

然而，有钱也并非就能办成事。

7月底，沙特情报部门主管访问俄罗
斯，当着普京的面提出用150亿美元
的军购大单，换俄罗斯放弃对叙利
亚巴沙尔政权的支持。结果显而易
见，普京当即拒绝。在俄罗斯看来，
叙利亚在俄心目中的战略价值不是
用钱能衡量的。

从海湾富国纷纷“抢滩”埃及可
以看出，埃及这个曾经绝对的中东
大国，已经疲态尽显自顾不暇。美国
看重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其在
巴以问题尤其是以色列安全上仍不
可忽视，但随着埃及整体影响力的
下滑，伴随而来的是海湾国家以其
为跳板寻求影响力提升。像沙特这
样的砸钱之举，就是前传。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没有赢家

图说世界

“穆斯林兄弟会”怪兽与“埃及军方”怪兽大打出手，美国
总统奥巴马被踩在脚下，金字塔也跟着遭殃。图上方英文意为

“没有人获胜”。 (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中国蒸蒸日上，对美国在西太
的霸主地位构成挑战。华盛顿的应
对之策是调整全球战略，推出所谓
的“亚洲转向”。这本身不是坏主意。
问题在于，美国的转向，更多是为维
持其地区霸权，而非面对现实变化
做出相应调整。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亚洲国家
不想被拖入中美对抗。当前权力平
衡正发生转移，这些国家希望美国
更友好地使用其影响力。若“亚洲转
向”是为协助我们的地区伙伴与中
国达成和解，那或许会产生对各方
均有利的结果。不幸的是，事实相
反：美国政府装腔作势，拒绝接受不
可避免的转变。

事实证明美国不太擅长有效外
交，它把中国宣示海权解读为固有
的扩张主义本性和潜在的侵略性。
华盛顿未能意识到，北京把本国军
事现代化和反介入 /区域阻遏战
略——— 在对手入侵情况下，保障本
国海域和战略海上走廊安全——— 作
为防御措施，至少一定程度上是针
对美国政策的反应。

点评：与其说不擅长有效外交，
莫不如说美国擅长“一根筋”外交，
即只管维持自身霸权，不愿面对变
化中的现实。在亚洲、在中东甚至在
拉美都是如此。固执的后果就是反
对者四起，危机四伏。

《塞浦路斯邮报》：

美国不太擅长有效外交

英国《金融时报》：

新兴经济体经得起“折腾”
美联储仍在以每月850亿美元

的速度买入证券，但其关于购买速
度可能很快会放缓的暗示，已让市
场如坐针毡——— 距离美国越远的市
场就越是如此。然而，新兴国家的经
济转型已进行得非常深入，近期的市
场动荡很难逆转它们的发展趋势。即
使近期内的形势不妙，多数新兴国家
的长期前景仍然光明。

印度卢比兑美元汇率本周又
下跌了2 . 5%，目前处于创纪录低点。
印尼盾贬值3 . 6%，印尼股市下挫
9%。抛售潮遍及多个新兴国家，从
泰国到土耳其、南非和巴西，有人
担心这预示着全面的金融崩盘。现
在作这种预判还为时过早。

尽管很多新兴国家正置身于
富裕国家危机管理导致的信贷泡
沫中，但其资本流动的构成比亚洲

金融危机之前更健康。很多国家拥
有巨额外汇储备或浮动汇率制，可
用 来 缓 和 投 资 组 合 流 动 的 逆
转——— 这是它们从亚洲上一次危
机中汲取的教训。就连经常出现巨
额账户赤字的印度，其净资产状况
也是说得过去的。

这些经济体迄今取得的大多
数成就表明，在走过近期的这段颠
簸道路之后，它们将踏上一条长期
的经济进步之路。

点评：纵使美国经济开始复
苏、欧洲经济显现触底反弹，但作
为一大增长引擎的新兴经济体的
境况绝没有某些媒体鼓噪的那样
一落千丈。在发展路上遇到挫折是
必然，但遇挫则衰可并非必然。相
反，前路虽艰辛但充满光明。

主持人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观点评

《人民日报》：

日本超高债务恐引发新危机
近日，日本国债总额首次突破

1000万亿日元大关。据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
日本一般政府债务余额与国内生产
总值之比高达214 . 3%，远高于希腊
和意大利，位居世界各国之首。而安
倍晋三出任首相以来，新确定的国
债发行量超过53万亿日元，相当于
日本2012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
11 . 2%。

不断累积的政府债务成为日本
财政的沉重负担。2013年度，国债还
本付息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近1/4，
财政的决策能力严重弱化。同时，巨
额国债也抑制着国民消费。若将政
府债务分摊到国民头上，日本人均
负债余额约854 . 5万日元。负债如此
沉重，而收入却不见增长，日本国民
怎敢放手消费？此外，安倍放言要在
两年内将物价涨幅推至2%。若果真
如此，即使国债保持0 . 1个百分点的
正利率，国债利息负担也将比政策
调整前增加2 . 7倍以上，这有可能使

极度衰弱的日本财政重蹈意大利覆
辙。

另一方面，通胀率上升也意味
着日元和日本国债贬值。为规避和
降低损失，个人金融资产出现了向
日元以外资产分散的倾向，有能力
的大型金融机构也开始调整资产构
成，减持日本国债。日本国债依存的
基础出现裂痕。而且，日本国债的主
要持有方是各类金融机构，一旦国
债大幅贬值，日本的金融机构将损
失惨重。为维持自身生存，这些机构
势必收缩信贷和海外资产。这一幕
曾在上次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上演。
由此足见，日本超高债务对亚洲经
济而言也是一大风险因素。

点评：无论是日本当政的安倍
政府的右倾化趋势，还是安倍经济
学主导的日本经济现状，都不得不
防，而这不仅仅是亚洲国家的事儿。
无论哪根导火索被引燃，全球都会
被拖进火坑。

（上接B01版）

民主进程中迷失的埃及

“埃及变了！”这可能是近期在埃及的
外国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了。不仅政
局变了，治安变了，旅游、逛街不再安全了，
许多人心也变了，变得浮躁而凶残。

一位来自加沙的记者6月发表了一篇题
为《我为何不喜欢埃及》的文章，文中说虽然
他自己的母亲是埃及人，他曾经很爱埃及，
但最近却越来越不喜欢这个国家，即使埃及
比加沙发达得多。究其原因，大体因为曾经
友善、知足的埃及人正在变得越来越自私、
残暴并纵容一些犯罪行为。

他举例说，他不久前来开罗参加一个外
国记者视频培训班，当他们在解放广场拍摄
视频时，一个小男孩随手抢走了他们其中一
人的手机，但当他们上前阻止时，小男孩突
然大叫起来，一群男人便拿着刀围了过来，
然后有摩托车把小男孩迅速载离了现场，他
们只得作罢。

“那么多人袖手旁观，这不是我想象中
的埃及。”这名记者这样说。而被抢的记者则
表示自己再也不想来埃及了。

的确，记者在中东工作多年，曾经感觉
埃及一片祥和，高高的宣礼塔、昏黄的咖啡
馆、其乐融融的哈里里市场、自在而善良的
人们，让这里充满魅力。而如今，走在埃及街
上时，一些男人看你的眼神，半大的孩子骑
着摩托车向你大声喊叫，汽车突然很近地从
你身边呼啸而过，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回想动荡初期，最初走上街头的埃及民
众犹如“娜拉出走”，寻求对社会的反叛和批
评，然而他们对如何抵达民主的道路概念模
糊。如今的埃及，政权在短期内的一次次更
迭使它犹如一盘散沙，埃及人口中呼吁的民
主进程并没有向前推进，反而付出了经济倒
退和社会治安恶化的惨重代价。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
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其实也只
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作者系驻埃及媒体人)

一周声音

“凭吊纳粹大屠杀遇难者对我来说是一
个特殊时刻，我感到悲痛和羞愧。德国人有
责任继续与任何形式的极右和反犹主义作
斗争，对纳粹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活动要一
代一代传下去，年轻人必须知道如何同极端
势力作斗争。”

——— 德国总理默克尔20日访问了德国
慕尼黑附近的达豪纳粹集中营纪念馆，这是
在职德国政府首脑首次访问这个纪念馆。

“美国人要克制‘妖魔化中国的需求’，
中国即便不能成为北约式盟友，也可以成为
太平洋地区的互助伙伴。”

——— 在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欢迎到访
的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的前几小时，美国美
中印研究所主任斯坦伯克撰文提醒美国正
视中国的需求。

“如果说我们过去在叙利亚有100名战
士，我们现在将会有200名。如果我们过去有
1000名，现在将会有2000名。”

——— 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说，他
准备在叙利亚与极端穆斯林作战。

“我曾激烈反对穆尔西，特别是他试图
通过实施伊斯兰法为其获得更多特权时与
大多民众疏远。我认为他软弱无能，但我希
望通过选举击败他。尽管我们反对他，但我
们尊重他的合法性。 ”

——— 埃及穆兄会高级成员福图赫近日
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表示。

“我相信，如果我们参加而不是抵制冬
奥会，那可以更有力地挑战偏见。”

——— 英国首相卡梅伦称不会因俄罗斯
通过反同性恋法而抵制明年在俄罗斯索契
举行的冬奥会。 (赵恩霆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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