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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莫迪迪从从辛辛格格手手中中接接过过一一个个更更矛矛盾盾的的印印度度

下周一，印度新总理莫迪将
正式宣誓就职，开启未来五年的

“莫迪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开始，
离不开国大党元老辛格执政十年
留下的遗产。这份遗产，有好的一
面，同时也有很多难题待解。

身为著名经济学家的辛格，
曾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过印度
财长，当时他主导进行的经济改
革，使印度经济步入高速发展的
轨道，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印

度经济改革之父”。2004年5月出
任总理后，辛格在第一任期里再
度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
印度经济的规模得以大幅扩大，
经济实现快速增长。

不过，当辛格2009年开始第
二任期时，他领导下的印度遭遇
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印度经
济开始陷入萎靡不振的状态，经
济增长率从之前的10%左右的高
点拦腰斩断。

如果说在经济上辛格功过
参半的话，那在政治和社会问题
上，辛格着实给莫迪甩下不少大
包袱。比如，自身廉洁奉公的辛
格没能刹住印度政坛的腐败风；
2012年底发生的新德里黑公交轮
奸案震惊世界，让印度背上“强
奸之都”的恶名；本月初世卫组

织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球
91个国家1600个城市中，空气污
染最严重的是拥有1600万人口的
印度首都新德里；而联合国5月
10日发布报告称，全球有10亿人
习惯随地小便，其中有6亿在印
度，连印度农村发展部长都说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露天厕所”。
所有这些，都是莫迪上台后急需
解决的现实问题。

在军事上，去年印度国产航
母前脚刚下水，接着一艘“基洛”
级潜艇就在孟买军港内发生爆
炸，这艘事故前刚耗资8000万美
元完成武器装备升级的潜艇，被
印度视作“海军的脊梁”。如今，
被视为强硬派的莫迪上台后，印
度提升军力的脚步或许会进一
步加快。

好在，在对外关系上，辛格给
莫迪留下了一笔正资产，尤其是在
处理与中国、巴基斯坦这两个重要
邻国的关系上。辛格2004年上台，
2005年便与来访的巴基斯坦时任总
统穆沙拉夫发表了印巴联合声明，
强调印巴和平进程不可逆转，此后
印巴两国开始了历史上最长一段
时间的和平时期。在对华关系
上，虽然也曾出现过边境帐篷对
峙等插曲，但总体上中印之间维
持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去年中印
总理首次实现年内互访，并签署
了边界防务合作协议。目前来
看，印度政府已经邀请巴基斯坦
总理谢里夫参加下周一的莫迪就
职典礼，这为未来五年印巴关系定
下了积极的基调。虽然莫迪被归在
对外强硬派之列，但从其胜选后的

言行可以窥见，莫迪时代的中印关
系应该不会出现大波动。

存在变数的是印度与美国的
关系。辛格政府一直同美国保持良
好关系。2008年，印美签订了民用核
设施协议。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
举行上任后的首次国宴，辛格成为
首位获邀嘉宾。近年来，美国也一
直积极拉拢印度充当其亚太再平
衡的战略支点。不过，莫迪却与美
国和西方有过“过结”。莫迪主政古
吉拉特邦时，该地2002年曾爆发严
重宗教骚乱，他因对该事件“熟
视无睹”而遭西方国家抵制，美国
政府甚至拒绝给他入境签证。不
过，美国已经率先抛出橄榄枝，
邀请莫迪访美。接下来的五年，
就要看莫迪能否维系好与美国
等西方大国的良好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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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忘记，由于毗邻阿
富汗，中国实际上一直处于全球

‘反恐战争’的地理中心，一些最
激进的中国恐怖分子一直参与圣
战组织在这些地区的战斗。”

——— 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副
教授波特说。

“美方以所谓网络窃密为由
起诉5名中国军官非常可笑。从窃
取企业情报这个角度来看，美国
才是当之无愧的发达国家。”

——— 日本评论家藤田正美在
日前出版的《深度日本》杂志上指
出，美国在斯诺登事件之后还做出
这样的指控，显然是处于下风的。

“我们愿意看到中国企业能
够把握这些机会，并成为领先者。
加快远东地区发展，对俄罗斯和
中国来说都是有利的。”

———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
亚信峰会前夕接受中国媒体联合
采访时说。

“政治僵局必须在我退休前迅
速解决，否则我不会退休。我不会允
许泰国变得像乌克兰或埃及那样。”

——— 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在一
份军方声明中说。

“我之前已经说过，我要再说
一次，12亿5000万印度人民的希望
和理想，将嵌入这个民主殿堂。”

——— 印度新任总理莫迪在国
会同人民党及其盟党开会时致
词，呼吁同僚为国奉献。

“人们将会忘记辛格的缺点，
而铭记他是经济改革和高速增长
之父。”

——— 印度著名记者艾亚尔高
度评价日前下台的总理辛格。

“这肯定会对这个国家的形
象造成巨大冲击，该国此前一直
被认为对外国投资者态度友善。
这些行径已经大大超越了基本的
法律与秩序所能接受的范围。”

——— 驻河内的一名匿名外交
官如此评价越南发生的反华骚乱。

“观点截然不同，没有中间立
场。”

——— 美国纽约大学营养与食
品学教授内斯尔如此评价有关转
基因食品的争论。

“世界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
新的强国正在出现，中国的崛起
就是一个例证。”

———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2

日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鼓励中
国青年学生拓展视野，以全球眼
光观察世界，做全球公民。

“倾尽全力进行强力国家改
造，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判断
是非对错，决心带领国家走上正
确、正常的道路，将毫不隐瞒地向
总统进言。”

——— 韩国提名总理安大熙说。
(赵恩霆 整理)

英国《金融时报》：

潜在危险局面正在泰国不断发酵

近几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
在乌克兰，这可以理解。但东南
亚第二大经济体的政治僵局同
样难解。几十年来首次出现泰国
可能一分为二的论调：较为贫穷
的东北部与以曼谷为中心、普遍
富裕且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南部
分离。

当然，泰国未必会走到分裂
境地。毕竟，该国的政治危机已
郁积多年。面对着军事政变、选
举作废和偶尔的流血冲突，泰国
设法坚持了下来，甚至还吸引到
大量外资和游客。

对国家机构缺乏信任严重
削弱了泰国。自从1932年君主专
制结束以来，军方已经成功策动
十几起政变。军方2006年后扶植
的政府是个闹剧。“司法政变”也
屡屡发生，法院先后解散了他信
的数个代理政府。泰国人现在已
经无人可信。

王室仍然得到一些尊重。但
健康不佳的86岁国王普密蓬已
经退出人们的视线，住在首都之
外。普密蓬死后很可能出现继位
危机。甚至有人认为，近期的巷
战 是 王 室 代 理 人 之 间 的 冲

突——— 一方是王子的支持者，一
方是公主的支持者。事实上，真
相要更复杂。但似乎可能的前景
是，一旦颇具约束力的国王去
世，长期被压抑的对立情绪将会
爆发，结果难以预料。

即使国王处于权力巅峰时，
我们也不清楚他能否解决本质
上是权力之争的冲突。广泛地
说，这是泰国统治阶层与之前无
投票权的大众的对立。统治阶层
认为大众被他信所蛊惑，不相信
大多数人具有明智选择的能力。
僵局由此而来。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

乌克兰之战：谁将取胜？

5月25日乌克兰大选后，无
论是谁主政基辅，都将不得不同
意与莫斯科妥协，其程度要视莫
斯科给予乌克兰的结构性影响
力大小而定。卢甘斯克和顿涅茨
克本月11日独立公投后，产生了
西方国家不愿看到却又不可避
免的后果。如今看来，让整个乌
克兰亲近西方的想法既不切实
际，又天真幼稚。

眼下，俄罗斯掌握着大部分
好牌。莫斯科潜在的军事威胁，
限制了基辅希望通过采取军事
行动实现的目标。

5月11日之后，普京又多了
一枚筹码：他可以承认独立公投
结果。俄罗斯承认公投结果的唯
一好处是，它可以操纵新成立的

“人民共和国”提出干预的请求，
然后出兵乌克兰。但承认公投结
果的危险将存在很长时间。接纳
克里米亚已对俄构成严重拖累。
俄罗斯更希望乌克兰(乃至西方)

继续为该国事态承担财政后果。
尽管过去几周的形势很微

妙，但美欧正逐渐丧失对乌克兰
局势的控制权。乌克兰的“反恐
行动”只是表面文章，基辅其实

根本无意打击获得俄罗斯支持
的反政府行动。此类行动的唯一
目的是向西方表明，他们支持的
政府愿意为领土而战，能反抗俄
罗斯的干涉行为。

5月25日的大选符合俄罗斯
的利益，因为这可能会让西方决
策者获得他们渴求的短期胜利，
然后美国领导人就可以开始把
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其他地方。这
样也可以使欧洲领导人免于做
出经济上的牺牲，因为有些制裁
措施是各国都不愿对俄罗斯实
施的。

点评：泰国政治似乎
陷入了无解的境地：精英
阶层上台，必然遭到底层
民众抵制，反之亦然，当

“红黄对决”达到无法调和
的地步，军事政变扮演了
止疼针的作用。但止疼针
只能解一时之需，无法根
治政治顽疾。政变之后，还
是会陷入相互拆台的恶性
循环。泰国的分裂不是国
土层面的，而是政治和人
心层面的。

●

●

点评：看上去俄罗斯
握着更多好牌，但即便是
俄方取胜，也是付出惨痛
代价的胜利，西方制裁已
经波及俄实体经济，俄罗
斯也不得不寻找新的能源
大客户。可以肯定的是，被
东西撕扯的乌克兰是输
家，欧洲也难以跻身胜利
者行列。如果非要分出胜
负，恐怕隔岸观火又火上
浇油的美国才可能是赢
家，俄欧都在角力中被削
弱，美国则相应地巩固自
身对欧洲的影响力。不过，
需要明确的是，现在谈胜
负还为时过早。

●

●

“美国”黑客正在把通缉令钉
在柱子上。通缉令上写着：“因网
络间谍活动通缉中国。”

(原载美国报刊漫画家协会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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