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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 《生意人报》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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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俄罗斯
“东西伯利亚

$

太平洋”石油管道二期工程将正式投产，届
时其石油将全部输送至亚太地区。这与总统普京早先高调
推出的转向亚太的“东进”战略遥相呼应。已经迈上
“东进”之路的俄罗斯，能“潇洒走一回”吗？

西面碰壁 向东伸“橄榄枝”

本月
%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 《马格尼茨基法案》，
又一次将一顶人权的帽子扣在了俄罗斯的头上。后者对此
在第一时间作出了不遗余力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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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便出台了《季
马·雅科夫列夫法》。

同俄罗斯交往不断的欧盟也牵涉其中，据报道，有欧
洲议会议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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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明确表示，欧盟将根据美国 《马格尼
茨基法案》冻结俄官员在与美国有联系的欧洲国家银行中
的账户。欧盟似乎并未考虑这一举动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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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举行的俄
欧峰会造成什么影响。实际上，声势浩大的俄欧峰会并未
就最重要的能源议题达成任何共识，正如“德国之声”所
说，俄欧政治家们仍旧不肯“退缩半步”。

与来自西方的低气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俄罗斯吹向东面的暖风。俄罗斯
总统普京已于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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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亚太经合组织
峰会上高调宣布，亚太地区将成为其日

后的合作重心，这一意愿在一个月后的“瓦尔代”辩论俱
乐部会议上得到重申。一切行为表明，俄罗斯已频频向东
方伸出了“橄榄枝”。

布局谋长远

分析人士指出，出于政治、经济以及地缘利益的原
因，欧盟与俄罗斯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密的贸易合作关系，
但未来双方却很难再上一层楼了：一方面欧盟不断指责俄
罗斯试图通过能源垄断获取政治利益，另一方面二者又在
人权问题、贸易安全等领域龃龉不断。而亚太地区呈现出
的经济亮点已让俄察觉到了“东进”的巨大机遇。

俄罗斯东西部极不协调的区域经济早已成为俄政府的
老问题。据悉，俄东部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既没有足
够的资金、技术支持，也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和人力，使
得炽手可热的丰富资源乏人问津。对此，普京上台后已启
动多次财政和地区政策支持，但始终收效甚微。

或许俄罗斯已经意识到，东部地区门前这堆雪实在太
大，单靠其本身的力量是扫不完的。俄罗斯学者米·季塔

连科分析称，若要“强国富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开发
是最大突破口。俄东部与亚太国家毗邻，区位优势再明显
不过，丰富的资源也能成为“东进”最好的敲门砖。他同
时指出，积极参加亚太事务，也有助于提高俄罗斯在地区
政治博弈中的分量。

路漫漫其修远

俄“东进”之路前景虽然光明，但却绝非坦途。英国
《金融时报》 分析称，俄罗斯“东进”最大的一个障碍是
物流。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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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执行官安德烈·科斯京曾谈
到俄出口商“东进”过程中的切身体会，认为俄远东地区
的道路、铁路和港口目前还很难应对向东进军的形势。

俄罗斯学者符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认为，初入
亚太地区的俄罗斯目前还只是一个观察者，想要成为一名
重要的参与者，还需要努力。分析称，俄罗斯经济结构畸
形，尤其是能源原材料比重过大的特征自苏联时代起便未
有根本性改变，如此动力下的经济增长实则质量堪忧，政
府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仍旧任重而道远。

另外，也有分析认为，虽然俄罗斯已经认识到缩小东
西部差距的重要性，但要使东部地区的经济水平赶上西部
地区，借“东进”之风解决俄罗斯区域经济的诉求，注定
是一场持久战。

俄罗斯能否潇洒“东进”
雷 蕾

一提到肥胖，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臃肿
肥硕的身躯。但是你知道吗，肥胖给人类带来的影
响，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马来西亚卫生部长近日表示，肥胖已成为该国
首要的非传染性疾病，而国人体重问题日益严重的
并不只有马来西亚。俄罗斯卫生部饮食营养专家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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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俄罗斯人体重超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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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更是
受到肥胖困扰。在美国，该国疾病预防中心公布的
数据表明，目前有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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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成人患有肥胖
症。此前，一份由来自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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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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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专家公布的最新研究报告称，肥胖成为比饥饿更严
重的全球性健康危机，并成为全世界诱发糖尿病的
主因。

肥胖，不仅给人们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同
时也给一些国家的医疗系统造成沉重的负担。在英
国，针对糖尿病和其他与肥胖相关的疾病的医疗成
本正在上升。而美国每年只用于治疗肥胖症相关疾
病的花费高达数千亿美元。

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肥胖问题
的严重性，并开始积极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一令人头
疼的难题。巴西政府下令在学校午餐中增加水果和
蔬菜的比重，美国越来越多的学校禁止学生在学校
中吃生日蛋糕。为了让正变得越来越胖的德国人重
回窈窕的身材，德国执政党议员日前制订了通过经
济奖励来遏制肥胖问题的提案，按照计划，德国肥
胖者减肥将获得奖励，并且重量减得越多，奖金数
额越高。此外，全球的营养学家、医学家也在为治
疗肥胖而积极行动着。

虽然各国政府都在为解决肥胖问题而不懈地努
力，但仍有专家指出，治疗肥胖是项艰巨的任务，
不可能一蹴而就。肥胖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和研
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但更为重要的是，肥胖人士自
身在饮食和锻炼方面都要注意，这样才能更好地走
出肥胖的阴影。

肥胖问题令人忧
张 敏

新年将至，欧洲的大街小巷又披上了节日盛装。然

而，欢欣的外表下仍难掩一份迷茫。欧元区主权债务危

机已进入第四年，走出困境的难度超出许多人的预期。

如何摆脱危机、重振经济，欧洲人仍在探索中艰难前

行。

过去一年来，欧盟共举行了七次首脑会议，并出台

一系列措施，成效已初步显现。但许多欧洲国家难以兼

顾财政紧缩和经济增长两大任务，失业率高企，经济复

苏乏力，要走出危机依旧任重道远。

过去一年，欧洲大大小小的抗议游行不计其数，主

要集中在希腊、西班牙、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葡萄

牙等国，几乎所有游行的主题都是抗议政府财政紧缩和

高失业率。虽然这些抗议活动通常不能阻止政府推行改

革，但却表达了人们的不满情绪。

欧元区债务危机以来，欧洲已有十余国发生政权更

迭，但新政府上台后，往往也拿不出什么速效的“灵丹

妙药”，令民众从希望重新跌入失望。

批评人士指出，财政紧缩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在

减赤的同时也会对就业、投资、消费等造成冲击，影响

经济发展。这反过来又使国家越发难以逃脱债务的泥

潭。

在经历痛苦的挣扎后，欧盟各国意识到，经济增长

和发展才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根本办法。今年，各国开始

调整宏观政策，希望通过发展新兴产业等方式进行经济

结构调整，提高竞争力，刺激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摆脱

债务危机。但在当前“重病缠身”之际，政府所能采取

的措施往往有限，在短期内找到紧缩与增长之间的平衡

点实属不易。

欧洲央行预测，明年欧元区经济疲软还将持续，国

内生产总值预计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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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西班牙、葡萄牙、

意大利等国经济将继续萎缩。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认

为，大部分欧元区国家至少到明年下半年才会开始经济

复苏。

尽管短期前景并不乐观，但分析人士认为，总体而

言，欧盟领导人今年已就深化一体化改革达成更多共

识，欧盟正沿着财政联盟、银行业联盟乃至政治联盟的

轨迹前进，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正因如此，市场对欧

元区开始恢复信心，投资者也开始重新看好欧元区资

产。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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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欧元区将面对多重挑战。各国将就

建立银行业联盟进行系列谈判，但由于一体化进程涉及

让渡成员国部分主权，谈判将难以一帆风顺。此外，意

大利和德国的大选结果如何，西班牙是否申请全面救

助，将为欧债形势的发展增添变数。欧洲要走出危机，

需要欧盟领导人展示出创新能力，坚定地沿着一体化道

路走下去。

欧洲
在债务阴霾中寻求希望

缪晓娟 文老虎

图为在芬

兰罗瓦涅米市

圣诞老人邮

局，两名游客

小朋友站在装

有来自世界各

地信件的柜子

前。

位于北极圈上的罗瓦涅米市有一个圣诞老人村，村里专门有一

个圣诞老人邮局。这座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邮局一年四季总

是门庭如市，热闹繁忙。据罗瓦涅米市圣诞老人邮局统计，该邮局

去年收到世界各地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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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封。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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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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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芬兰罗瓦涅米

市圣诞老人邮局，两位“小精灵”正在阅读中国小朋友寄来的信件。

新华社记者 李骥志摄

芬兰圣诞老人邮局

奥巴马任内
禁得住枪吗？

本报记者 杨子岩

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里，不仅要专注
于国外事务，还要把注意力放在国内，其
中一大难事是：关于枪支管制的承诺必须
得到兑现。但圣诞购枪潮和美国全国步枪
协会 （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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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对反对枪械管制的坚
决表态，让很多人感受到奥巴马可能面临
的巨大阻力。

枪支抢购潮

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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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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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网民，在明

年
!

月将提出综合考虑法律、教育、心理
健康等因素的控枪政策。他坦承自己无法
一个人完成这项工作，呼吁普通民众、执
法部门官员和枪支持有者举行公开活动，
向国会请愿支持他的改革。

此外，
5#&

多名美国市长组成的“市
长反对非法枪支”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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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起网上签
名和打电话运动，并在《纽约时报》上刊
登全版广告，呼吁市民留下姓名和电邮，
或打电话给选区议员，敦促国会采取进一
步措施终止枪支暴力行为。

当天，美国极具影响力的全国步枪协

会呼吁全国所有学校派驻武装警察来解决
枪支暴力问题，用好人持枪来制伏坏人。

此论一出，各方挞伐。一些媒体用
“疯狂”、“荒唐”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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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
有媒体估计，如果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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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所公立中小
学设置持枪武警，每年所需成本将超过
00

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其他费用。
在总统和民众强烈要求枪支管制时，

一股购枪潮又突然而至：在桑迪胡克小学
枪击惨案发生后的一天，美国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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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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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支枪被卖出，而且最畅销枪型是
凶手使用的“大毒蛇”步枪。

“枪”的背景

关于枪的悖论在美国持续上演，近些
年时而发生的美国的枪击案让人痛心，但
相关的补救措施却难以施行。枪难禁，只
能导致惨案的进一步发生。

相关人士分析，美国宪法明确禁止侵
犯“人民持有与携带武器的权利”，这项
权利与言论自由及信仰自由等其他基本权
利并列而行，所以很难撼动。长期以来，
管制枪支在美国一直是一个争议性极大的
议题。

其次，枪在美国既是武器，也是一棵
巨大的“摇钱树”。相关业内人士指出，
枪支制造和销售行业不但为美国提供了工
作岗位，也提供了丰厚的税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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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枪支行业为美国经济总体产量贡献了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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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纳税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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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作为行业协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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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也相当深
厚。这个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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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会员的组织是美国

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支持拥枪的游说组织。
在多起枪击案过后，多次控枪的建议都未
在国会讨论，足见该组织的动作能力。

相反，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成了枪支行
业的“福星”。联邦调查局的数据表明，
在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中，有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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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申请购枪，是小布什时期的两倍。分
析表明，这背后的原因，一是民众对金融
危机时可能上升的犯罪率表示担忧，二是
担心奥巴马推行枪支管控后，会提高购枪
门槛，索性先买，有备无患。

禁枪不乐观

对于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能否禁枪？
其实答案非常清晰，奥巴马在对网民的承
诺中已经显示信心不足。

有分析者说，当初美国宪法制定持枪
条例，就是保护民众的私有财产免受侵
犯。如今，美国人已不用担心被政府欺
凌，但防范政府侵害公民的理念，已经深
深积淀到美国人的心底，并且成为一种政
治与社会文化，这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另外，也有人用数据说话，美国人对
持枪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从枪支的争
论，到购枪潮的出现，都可以看出，民间
对控枪并没有形成共识。

在如此背景下，把孩子的安全掌握在
自己手中是不少父母的选择。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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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康涅狄格州小学枪击惨案发生后，防弹背
包、防弹板等防御装甲产品销量激增，被
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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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令人郁闷”的圣诞礼物。
这也是一种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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