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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的货币
!"#! 年，全世界继续了金融危机以

来的宽松货币政策。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大
开印钞机；欧元区没有推动直接的主权债
务货币化，而是实行了欧版“量化宽松”，
即长期融资操作；韩国、巴西、澳大利亚
等新兴经济体则加入降息行列。西方国家
大肆印钞，带来“货币战争”危险，不仅
推高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而且向新兴市
场国家输入通胀压力。

!"$! 年，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失业
率依然高企。于是，美联储继续利用美元
霸权地位，向世界转嫁危机。从 % 月到
$! 月，短短几个月，美联储连续推出两
轮量化宽松政策。舆论普遍认为，如此密
集地推出两轮 &'，美联储可谓黔驴技
穷，政策效果前景亦不被看好。

与美国保持一致的还有英国和日本。
英国央行 !月、(月两次扩大量化宽松规
模，并维持接近零的基准利率。$! 月，
英国央行官员表示将会继续维持其宽松政
策。日本经济自 )月以来本有所复苏，但
是由于钓鱼岛事件和欧美货币贬值，承受
巨大压力的日本央行加大了印钞马力。自
%月推出第 *次资产购买计划后，日本央
行 $+ 月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

不变，并将资产购买规模扩大 $$ 万亿日
元至 %$万亿日元。

与美英日不同，欧元区使用的是“长
期再融资操作”这一“准量化宽松”政
策。!月，欧洲央行启动第二轮长期再融
资操作，向 *++ 家金融机构提供 /!%/ 亿
欧元的三年期低息贷款。0月，欧债危机
升级。%月，欧洲央行发布声明称，将无
限量购买欧元区国家的国债，并且欧洲央
行将进入二级债券市场。

发达经济体的大肆印钞给新兴经济体
带来了巨大压力：全球流动性泛滥，通胀
压力增大；美元贬值导致新兴经济体本币
升值，出口受挫；美元资产贬值，财富缩
水。新兴经济体普遍选择降息。$+ 月，
巴西央行宣布将其基础利率下调 !/ 个基
点至 (.!/,，这是巴西央行从去年 *月开
启降息通道以来的第 $+次降息，累计下调
/!/个基点。同月，韩国央行宣布降息 !/

个基点，至 !.(/,，这是韩国央行自 (月降
息 !/个基点后的再次降息。印度央行 1月
下调基准利率半个百分点到 *,，$+月，印
度央行宣布，维持目前 *,的基准利率不
变，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 个基点至
1.!/,，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刺激经济。

!+$!年，欧债危机恶化速度超出外界预期。这一年，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
重债国在危机中苦苦挣扎，融资成本不断攀升，数次冲击危险水平。这一年，萨科奇成为欧债
危机以来第 $$位下台的欧洲领导人，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奥朗德接过法国指挥棒。在危机中接
替总理贝卢斯科尼掌舵意大利的经济学家马里奥·蒙蒂则在 $!月突然宣布将在 !+$)年预算通
过后辞职。这一出乎意料的表态不但预示意大利政坛将迎来持续到明年大选前的混乱局势，也
意味着本就艰难的欧洲政治协调努力雪上加霜。

不过，行至 !+$!年底，欧元区终于可以松口气。欧盟冬季峰会和之前举行的欧盟财长会
议为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了些许希望。与会各国正式批准向希腊发放救助贷款，并且就
建立欧洲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时间表达成共识。毫无疑问，建立欧洲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是
“欧盟迈向银行业联盟的第一步和关键一步”以及“维护欧洲金融市场稳定的基本要素”。这为
推进欧洲一体化奠定了一定基础。

在美英等国别有用心“唱衰”欧元时，欧元这个新生儿虽然依旧脆弱，但毕竟坚持了下来。

!+$!年，美国继续打着“重返亚太”的旗号在亚太地区“兴风作浪”。
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五角大楼公布了美军向亚太地区进行调整的战略计划。0月，美

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正式披露，到 !+!+年，美国的海军力量将有 0+,驻扎在太平洋地区。
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力量只有 /+,。美国还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加强了军事合作。

这一年，美国高官频繁出访亚太。奥巴马赢得连任后的首次出行也选择了东亚。
这一年，美国继续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233），拉拢东南亚国家

加入，与东盟 #+国和中印等国共同启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45'3） 抗衡。甚
至有分析指出，美国期望用 233代替 63'5，增强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

在美国有意无意的怂恿挑拨下，南海、东海都不再平静。1 月，菲律宾挑起黄岩岛争
端。*月，钓鱼岛问题升温。灰溜溜收场之后，菲律宾走近了曾经残暴对待自己的日本。越
南、印度也为这一地区增加了不少噪音。而日本政治则出现明显右倾化。年底的众议院选
举，鹰派人物安倍晋三确定再次出任日本首相。他曾不止一次表示，上台后要修改和平宪
法，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大幅扩充军备，强化海上戒备。右
倾的日本将给地区带来什么影响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韩国也在行动。无论是随军慰安妇问题还是总统李明博 *月登上独岛（日称“竹岛”），都引
起韩日关系急剧恶化。与韩国比邻而居的朝鲜在 !"$!年给了世界不少惊诧。自金正恩去年底
上台后，外界便焦急地注视着这位年轻的接班人。据 577报道，在这一年中，金正恩从伤心的
孩子转变成一名成功的领导人。与韩国首枚运载火箭“罗老号”多舛的命运不同，$!月，朝鲜在
外界一片质疑声中成功发射“银河 )号”火箭，令美日韩等国情报部门颜面无光，令某些国家生
出点羡慕嫉妒恨的意味。到 !"$!年底，半岛局势因为韩国大选又增添了些许不确定因素。

!"$!年，非洲经济继续腾飞。《金融时报》援引非洲发展银行报告预测 !"$!年泛非地区
经济可实现 /./,增长。分析认为，非洲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源头。然而，对撒哈拉以南
的土地上的 %亿人来说，贫困和政治不稳定依然是生活的主旋律。

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发布的《!"$!全球饥饿指数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
状况堪忧。根据报告，从 $%%"年到 !"$!年的 $!年间，饥饿状况恶化最严重的国家大都来自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布隆迪、科特迪瓦、科摩罗等国连年冲突、政局不稳，是导致贫困的主要
原因。斯威士兰、博茨瓦纳也名列贫困榜首。

非洲拥有丰富资源，然而贫困与宗教和族群冲突相交织，也为极端势力的滋长提供了土
壤。今年，马里就是这种纠结的鲜明例子。马里曾被喻为“西非皇冠上的明珠”，黄金产量为
非洲第三，但是开采权都掌握在国际大公司手里。马里是盛产棉花的农业大国，但是国际棉
花价格长期被西方操控，马里棉农得不到合理收益。)月，部分马里军人发动政变，随后，在
西非国家共同体施压和斡旋下，政变军人恢复宪政。然而，到了 $!月，前政变军人拘捕该国
总理并导致马里政府解散。几天后，新任总理组建新政府。马里的民主宪政被西方视为西非的
“民主样板”，但空洞的“民主”无法给这个人均寿命不足 /"岁的国家带来实惠。

!"$!年，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进入第二年，走进“阿拉伯之冬”。
该地区的固有平衡被打破后，在走向新平衡的过程中步履维艰。

这一年，动荡依然是该地区不变的关键词。其中最动荡的莫过于叙利亚。
得到西方国家声援以及海湾国家武器和资金支持的反对派步步紧逼，把战火烧
到了首都大马士革周边。美国不情不愿趟进这滩水，在“叙利亚动用化学武
器”这一所谓“红线”问题上几次三番更改说辞。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勾心斗
角，最终承受伤痛的却只能是两年来在动荡中失去的 1万多条生命和数十万名
难民。

被西方解读为“革命已经成功”的突尼斯、利比亚等国依然在各种政
治势力的争斗之间挣扎，经济也毫无起色。

突尼斯民主选举已过周年，执政联盟与反对派之间依然
矛盾尖锐，经济则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部分地区的失

业率甚至达到 0",以上。总统马尔祖基参加纪念
革命爆发两周年的集会活动时，现场数千名

民众高喊口号要求他下台，还有人向
他投掷石块。

利比亚今年举行了 1"

多年来的首次选举，
新政府 于 $"

月 宣 誓
就

职。然而，利比亚各地依然各种暴力袭击不断，美国班加西领事馆被袭、大使
丧生事件甚至影响到了奥巴马政府的下一任国务卿人选。

这一年，没有了穆巴拉克的埃及在西方的所谓“民主”中挣扎。年中，伊
斯兰政党穆斯林兄弟会支持的穆尔西当选埃及首位民选总统，新政府从军方领
导人手中接过了埃及的管理权，并在接下来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让埃及再次回
到地区事务中央。$$月，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持续 * 天的“防务之柱”大
规模军事行动。埃及成功居中调停。然而，正当人们为埃及重要性提升而欢呼
的时候，穆尔西的“扩权”声明把埃及带进宪政危机，世俗与宗教的对决再次
上演。

这一年，因为“阿拉伯之春”而淡出人们视线的巴以问题再次升温。以色列的
“防务之柱”使自己更加孤立，激进的“哈马斯”高呼“胜利”，温和的“法塔

赫”成功取得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随后，以色列用更多的定居点
向世界展示强硬立场，“哈马斯”成立 !/周年的庆祝活动则让

世界看到了巴勒斯坦两大势力的和解可能。令世界头痛
的巴以问题再次陷入无解境地。

这一年，土耳其面对自己不断下降的影
响力束手无策。这一年，欧美对伊朗的

制裁依然延续，内贾德却毫无服
软的迹象。这一年，西亚

北非让人感到了彻
骨的寒。

流血的民主

$$月，在加沙城，一名巴勒斯坦人从空袭后的废墟中捡回一个玩具。

脆弱的欧元

第九届亚欧首脑会议开幕式上，中国总理温家宝

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擦肩而过。

不安的亚太

纠结的非洲

飓风“桑迪”横扫美国东海岸。图为被洪水淹没的

出租车停车场。

登陆火星后的“好奇”号已研究了火星土壤样本，

结果显示火星部分土壤与夏威夷火山周围土壤相似。

巴勒斯坦从联合国“观察员实体”升格为“观察员国”。

图为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中）与土外长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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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悬崖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今年 !月 "日在国会听证会上首次提出“财政悬崖”

这一概念，指的是美国将在 !#$%年 $月 $日同时出现税收增加与开支减少的

局面。如果国会两党不能在今年年底达成协议规避这一局面，减支增税措施将

自动生效，明年美国将增加 &%!#亿美元税收，同时减少 '%(#亿美元政府开

支。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成功获得连任后面对的棘手问题之一。

裸照风波

!#'! 年对于英国王室来说

是不平凡的一年。女王伊丽莎白

二世迎来自己登基 (# 周年纪

念，凯特王妃怀孕的消息也让英

国人兴奋不已。然而，令王室尴

尬的消息也不少。就在哈里王子

的裸照风波还未平息之际，凯特

王妃又深陷裸照漩涡。而临近年

终，为打探王妃怀孕的消息，澳

大利亚两名电台主持人的恶搞电

话导致凯特所在医院的护士自杀

身亡，再一次引起世界轰动。

（张 敏）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张敏、张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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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的
世界

江南 !"#$%

《江南 )*+,-》 是韩国歌手朴

载相于 !.'! 年 " 月 '& 日发布的

一 首 单 曲 。 该 曲 发 布 之 后 ，

/01213- 网站点阅率在 "( 天内

突破 % 亿人次大关。吉尼斯世界

纪录显示， 《江南 4*+,-》 在

/01213- 得到 5(. 万次网友“喜

欢”，成为 /01213- 历史上获得

最多网友“喜欢”的 627 影片。

《江南 )*+,-》 引发了从名人到老

百姓争相模仿的热潮，更逐渐形成

了包括“航母 )*+,-”在内的多

种创意。

正如年初所展望的一样，

!"$! 年变与不变的交织异常激烈。一

年之中，全球主要的国家都进行了大选或换届，

美俄大选并没有出人意料，但年底日本的选举却是年初

人们没有想到的。金融危机阴霾不散，新兴国家的复苏出人意

料……虽然如此捉摸不定，人们依然热爱这个世界，热爱生活。

BBC丑闻

今年最热的性丑闻非 889 莫属。英国

警方表示，889 已故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吉米·萨维尔性侵丑闻中的受害者可能超过

&## 人，而案发时他们仍是青少年或儿童

的比例高达 :#;。随着对萨维尔性侵丑闻

调查的深入，更多人被牵扯进来。889 总

裁已经引咎辞职，这家老牌媒体的公信力遭

遇了空前挑战。这一年的性丑闻可谓层出不

穷。保镖的一再海外“买春”丑闻让美国总

统奥巴马脸上无光。曾立下赫赫战功的中情

局局长彼得雷乌斯也倒在“石榴裙”下，黯

然辞职。这则婚外情丑闻可以说让奥巴马感

受到了切肤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