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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发表亚太政策演讲，称“中美关系对
于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内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
#$$%年底，美国正式提出了“重返亚太”
战略，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无疑
是该战略最为积极的“推手”。但是，随
着希拉里的离任，奥巴马 &'$时代的美国
全球战略真的会再次转移么？

“重返亚太”成了挑拨离间的

代名词

希拉里外交的主要标识是“巧实力”，

但是其在“重返亚太”中的运用并不太成
功。

有媒体认为希拉里只是小聪明，缺乏
一种大智慧，在她卸任时，还有美国媒体
为她的“巧实力”战略打了负分。 《华
尔街日报》 评论称，希拉里所倡导的重
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实并没有给
地区带来稳定，反而成为了挑拨离间的
代名词，一时间，东亚各国剑拔弩张。
专家指出，美国推行“重返亚太”战略
的基础是亚太的稳定，而一个不稳定的
亚太，一个“愤怒”的太平洋是不符合
美国根本利益的。
“重返亚太”一直都带有很明显的

“希拉里色彩”，有分析指出，很多针对亚
洲的决策都是出自希拉里和前任美国国防
部长帕内塔之手，而奥巴马则在某种程度
上“插不进手”。

希拉里卸任后，与其风格迥异的约
翰·克里出任美国国务卿，他曾明确表示，
“不应该把中国推向我们的对立面”。专家
指出，虽然美国还会将亚太地区作为未来
发展的一个大方向，但是会采取更加艺术
的手法与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进行交往。

重新认识到欧洲的重要性

与高举“重返亚太”大旗的希拉里首访
亚洲不同，克里选择了欧洲和中东国家。

欧洲媒体指出这是美国全球战略再平
衡的一个开端，由此看出奥巴马在第二任
期内欲加强与欧洲盟友的关系。

而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
副总统拜登的发言似乎也印证了这点。他
说，“欧洲仍然是美国不可缺少的头号伙
伴”，并表示他和奥巴马总统都认为“欧
洲是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接触的基础”和
“展开全球合作的催化剂”。

“重返亚太”战略损害了美国与欧洲
的关系，一些人士批评政府对传统欧洲盟
友重视不够。但是，随着奥巴马的连任，
这种情况可能出现改变。())认为，&'$

版本的奥巴马没有了连任的压力，在对外
政策方面会表现得更为精明、强硬、大
胆，以显示自己的外交特点。同时，之前
的“重返亚太”进行的并不顺利也使奥巴
马需要欧洲助其一臂之力，并且重新认识

到了欧洲的重要性。
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引用了希拉里离

任前的一句话，“美国不是要把重心从欧
洲转向亚洲，而是要和欧洲一起把重心转
向亚洲”。

心有余而力不足

事实上，奥巴马想在第二任期内继续
推行“重返亚太”战略面临诸多挑战，首
当其冲的就是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

奥巴马 &'$时代，亚太战略可能会进
入到深耕细作的阶段，经济布局才刚刚拉
开序幕。但是美国近年来经济状况不佳，
加上“财政悬崖”带来的巨大压力，给奥
巴马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执行其亚太战
略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东地区需要奥巴马处理和深度介入
的事情也太多。

埃及赫尔万大学教授认为，除了巴以
冲突外，已接近“临界点”的叙利亚危
机、一直冒着烟的伊朗核问题等都使奥巴
马无法专心于他的“重返亚太”战略。

此外，移民政策、医改改革、控枪政
策等国内问题也十分棘手，使得奥巴马政
府无法将精力完全投入到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
地区，加之中国的崛起，美国即便面临再
多棘手的问题，也会继续推行其“重返亚
太”的战略，以帮助美国巩固在该地区的
地位和影响力，彰显自身的“存在感”。
而所谓“再平衡”，不过是美国在原有政
策基础上的修正罢了。

据肯尼亚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月 *&日，肯尼亚现
任总统齐贝吉在内罗毕会见了新当选的总统肯雅塔及其
副总统卢托，并高度赞扬了此次选举中肯尼亚民众和候
选人为和平所做出的努力。

大选，呈现和平态势

肯尼亚大选结果 ! 月 % 日揭晓，开国总统之子、现
任副总理乌胡鲁·肯雅塔以 +$'$,-的选票当选为肯尼亚第
四任总统。

但是对于竞选结果，肯雅塔的主要竞选对手———改
革与民主联盟总统候选人奥廷加并不接受，他指责选举
存在违规操作，并已经把独立选举委员会诉至肯尼亚最
高法院。

这一结果使得各界担心肯尼亚会重现 &$$,年大选后
因为不满选举结果而导致的暴力冲突。但是与上次不同
的是，奥廷加在上诉的同时也呼吁选民冷静，并宣称任
何的暴力冲突都会摧毁这个国家。

国际社会也对肯尼亚的和平选举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大选后发表声明，对肯尼亚大选
实现和平投票表示祝贺。西方国家也普遍欢迎肯尼亚大
选的和平态势，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宣称此次选举对于肯
尼亚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和平：宪法提供保证

美国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评论认为，此次大选之
所以会出现如今的和平态势，根本原因在于 &$*$年颁布

的新宪法。新宪法通过政府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削减了
总统的权力，并且设置了国家最高法院及参议院以限制
和监督内阁及总统的权力。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旧宪法的框架下，肯尼亚总统
的权力十分集中，一旦当选就意味着他所在的部族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国家的财富。这导致了部族之间的仇
恨和矛盾，所以才会出现大规模的部族暴力冲突。

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之下，总统不再拥有“一手遮天”
的权力。而且，新宪法规定政府各部门将此前过于集中
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后
者拥有更多决策权，这将使得
肯尼亚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得到
更公平的分配。

分析指出，正是由于这一
系列司法和政治改革，才使得
奥廷加得以信任最高法院去处
理他所宣称的“选举舞弊”问
题，肯尼亚大选才得以和平实
现。

另外，肯尼亚人已经从
&$$,年的惨剧中吸取了足够的
教训。相比于谁是总统，和平
的局面更加珍贵。

未来：仍然存在变数

虽然肯尼亚实现了和平的
选举，但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

因素仍然潜伏于肯尼亚政局。
分析人士称，对于肯雅塔和其搭档卢托来说，执政

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解决国际刑事法庭对他们提出的反人
类罪的指控，以稳定肯尼亚的内政和外交局势。一旦肯
雅塔被认定有罪，肯尼亚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必将复杂化，
届时恐会对肯尼亚的政治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据肯尼亚《民族报》 **日报道，国际刑事法庭当天
召开会议撤销了对肯雅塔阵营穆萨乌拉 &$$,年的反人类
罪指控，这可能会为肯雅塔的案情提供转机。

对于选举结果，英国广播公司评论称，虽然选举结
果改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最高法院没有做出回应之
前，选举结果还是没有“板上钉钉”。与此同时，来自不
同部族的肯雅塔和其竞选搭档卢托之间的脆弱联盟能够
持续多久还是一个未知数，毕竟，在上次大选中双方还
处于对立的阵营。

对于肯雅塔来说，如何在大选后弥合各个部族的矛
盾、促成和解才是他所面临的最艰巨任务。

这一周，查韦斯的去世不可避

免成为一个话题。他生前是一个话

题，死后还会是一个话题。

英美的媒体对查韦斯的去世表

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不敬。这也难

怪，一个经常说美国坏话的人怎么

会引起美国媒体的尊重？

路透社在其一篇文章的标题中

已经对查韦斯死后的拉美政治版图

做出了判断：拉美意识形态斗争或

将缓解。

美国《华盛顿邮报》还在对死

后查韦斯“盖棺定论”：查韦斯让

委内瑞拉走上了与华盛顿相冲撞的

道路，他将拉丁美洲的大多数社会

问题都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美

国式资本主义。

《纽约时报》 也向世人指出拉

美地区的光明前景：他的死，不仅

会改变委内瑞拉的政治平衡，还会

改变整个拉美的政治平衡。

这些媒体的揶揄多少让人能闻

出些“弹冠相庆”的味道。毕竟，

反美斗士的死让他们如释重负。因

为在拉美地区，若再找出有如此影

响力的人物确实需要些时间。有的

报道甚至宣称，拉美的左翼版图将

会改变。

美国媒体号称客观，但这些话

语深刻暴露了这些媒体及其背后政

客的“身体缺陷”：戴着一副无形

的高度意识形态眼镜。

也许，从根本上讲，拉美就不

存在意识形态对立。查韦斯执政以

来奉行的，是反帝、反殖、反霸、

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他所寻求的

是建立相互尊重的多极化世界。只

是在美国这副意识形态眼镜的注视

下，再正常不过的需求被严重扭

曲。

美国真正应该反思的是，为什

么会有查韦斯这样的人物出现？当然，美国不会进行这

样的反思，对拉美傲慢自负的优越感不会让他想到这一

点。

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拉美一直被视为是可以自由

支配的后院，是其扩张主义战略的“试验田”。从新自

由主义经验政策在拉美的推介，到寻求建立美洲自由贸

易区，美国的意图是司马昭之心，纯属于个人私利。

&$$& 年，美国支持委内瑞拉的“倒查政变”未遂

之后，进一步强化了对委内瑞拉反对派媒体与非政府组

织的扶植，并以查韦斯政府危害民众自由和地区安全为

借口，挤压其政治生存空间。

在干涉玻利维亚大选、阻止莫拉莱斯当选未果的情

况下，美国公开支持玻国内反对派，使该国在 &$$. 年

%月爆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这一流行于拉美地区

的俗语正是拉美惧美反美情绪的真实写照。

查韦斯曾送给奥巴马一本书，书名叫 《拉丁美洲：

被切开的血管》，讲述的就是拉美遭受新老殖民主义和

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的故事，并告之，“此书让我们记

住了历史，而现在和未来与历史难以分割”。

显然，奥巴马总统没有读，在查韦斯死后，他还表

示委内瑞拉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希望与委改善关系，

骨子里，还是想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来改造委内瑞拉。

拉美人愿意吗？

“（疾） 在骨髓，司命之所属，
无奈何也。”&$$$年多前，名医扁
鹊对深入骨髓的疾病束手无策，一
如现代医学曾对艾滋病一筹莫展。
不过，人类征服艾滋病的步伐从未
停止。

近日，美国科学家宣布可利用
在蜂刺毒素中发现的化学物质毁灭
艾滋病毒，这还不是唯一的好消
息。在 ! 月 ! 日举行的第 &$ 届逆
转录病毒和机会性感染大会上，美
国科学家宣布，一名出生时即携带
艾滋病毒的两岁半密西西比州女婴
已被“功能性治愈”。

这是人类抗击艾滋病征程上的
第二道亮光。&$$, 年，“柏林病
人”蒂莫西·布朗成为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被“根本性治愈”的艾滋病
人。

但蒂莫西·布朗的幸运几乎无
法复制。据悉，他同时患有艾滋病
和白血病，在为治疗白血病而接受
骨髓移植时，骨髓捐赠者天生携带

着对艾滋病免疫的变异基因，而这样的“精英控制者”
是极为罕见的。

与“根本性治愈”不同的是，“功能性治愈”的艾
滋病患者体内仍有少量病毒，但患者无需终身用药，其
体内艾滋病毒已得到控制。

研究人员认为，密西西比州女婴被“功能性治愈”
的案例，凸显了在极早期采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治疗
潜力，其原理在于阻断艾滋病病毒的复制。

自从 *%.*年美国首次发现艾滋病病例之后，艾滋
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 !$万到 /$万艾滋婴儿出生。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 日表示，密西西比女婴被
“功能性治愈”的案例为治疗艾滋病儿童带来了巨大希
望。不过这一进展是否拥有重大突破性，还要进行深入
研究，以确定它能否复制。

据路透社报道，对于大部分在子宫内或分娩时接触
艾滋病毒的婴儿，如果立即用猛药，药物的毒性可能会
给孩子造成伤害。但这名密西西比州女婴出生 !$ 小时
内就用 !种混合药物进行了治疗。出生 &% 天后，她的
血液中已检测不到艾滋病毒。因此，这名婴儿的治愈也
是医生们“无心插柳”取得的成功。

或许现言“终结艾滋”还为时尚早，不过，在现代
医学的努力下，人类有能力拨开艾滋的阴云重见生命之
光。一个没有艾滋的世界，正款款向我们走来。

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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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调“重返亚太”

“再平衡战略”能否更加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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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缘何风平浪静？
马红红

图为肯尼亚选民在基苏木的一个投票站外排队等候投票时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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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澳大利亚首都堪

培拉迎来建城 *$$周年纪念日。

小图为澳大利亚总督昆廷·布

赖斯的丈夫迈克尔·布赖斯 （左）

在堪培拉奠基和命名百年纪念仪式

上宣布“堪培拉，名字保持不变”。

大图为 ! 月 *& 日，澳大利亚

总理吉拉德在堪培拉奠基和命名百

年纪念仪式上讲话。

钱 军摄（新华社发）

堪培拉“百岁”庆生

美国总统巴拉

克·奥巴马

美国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美国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