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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府在近日发出的一份公
告中宣布北非“基地”组织头目阿布·扎伊德已于今年
!月底在马里北部被法国军队击毙。爱丽舍宫的公告
指出，作为“基地”组织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
组织”重要头目之一，阿布·扎伊德的死可以说是与北
非伊斯兰激进分子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

与此同时，法国总统奥朗德日前也表示，法国计划
从“"月底”开始从马里北部撤出法国军队。

持续动荡将近一年的马里局势真的可以尘埃落定
了吗？也许，现实永远比希望的更加复杂难料。

法国《世界报》分析认为，在对马里进行军事干预
两个月之后，法国的军事行动已经从夺回城市转入了
打击“基地”组织在马里东北部山区中的庇护所。目前，
法国和乍得军队正在马里和尼日利亚边界的山区同伊
斯兰武装分子作战。

但是军事行动并未如之前预测的那般顺利。分析
人士指出，从目前来看，长期盘踞马里北部沙漠的武装
人员配备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其作战实力超出了法军
的预期，未来马里战局将呈现胶着之势。

法国国防部网站的新闻公报指出，截至目前，法国
部队在马里北部伊福拉斯高原的阿梅特塔伊山谷发现
了上千枚火箭弹和手榴弹，#万多发各类弹药，近 $%&&

枚各型号的炮弹以及 !&余件包括火炮在内的重型武
器。反政府武装的战斗力不可小觑。

据俄新网 $'日报道，目前法军在马里军事行动中
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 %人。根据法国国防部的解释，
之所以会有人员伤亡是因为法军目前的行动区域属于
一部分最有组织的装备精良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藏身
之处。因此，军事打击的难度明显加大。

舆论认为，目前法军的 "&&&人在马里承担着主要
作战任务，西非国家调派的 !&&&名官兵以配合法军的
行动为主。短期内马里政府军和非洲维和部队还不能形
成强大的战斗力。所以法国不太可能完全从马里脱身。

鉴于此种担心，未来法国希望联合国在马里设立
全副武装快速反应维和部队。据美联社报道，联合国负
责维和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埃德蒙德·穆莱特 $#日在马
里首都巴马科表示，如果安理会同意，联合国将在 (月
向马里派出一支维和部队，以代替法国军队和非洲盟
国部队。

马里过渡总统特拉奥雷主持的内阁特别会议此前
已经通过了马里过渡时期路线图草案，明确过渡政府
的两个重要任务是收复北部被反政府武装占领的土地
和组织公正、透明的总统大选。

来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联合国、欧盟等多个国
际组织的外交官也已经于 !月 %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
塞尔，就马里的政治进程及计划于 (月 )$日举行的大
选等事宜进行了讨论。各方都期待马里局势可以进入
政治解决的轨道。

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有法国、西共体等的直接
援助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但面对装备精良的极端宗教
武装组织和错综复杂的周边形势，战争恐怕一时难以
结束。

马里，真的平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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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府消息人士透
露，巴方当天与美国方面探讨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举行探
索性对话的问题，预计“对话筹备工作将于数日内展开”。

巴方或接“橄榄枝”

本月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了对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为期 )天的访问，并在促进巴以恢复和谈进程上，产生了
很大的作用。

以色列首先释放积极信号。据雷格夫透露，内塔尼亚胡
已经明确表示，愿意做出历史性妥协，即同意巴勒斯坦人民
建立一个与以色列为邻的非军事化国家。与此同时，以色列
愿在不设任何前提条件的基础上回到谈判桌前。

对于以方投来的橄榄枝，巴方一开始并不十分“感冒”。
据俄新社报道，)月 !$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

席阿巴斯向奥巴马表示，以色列必须停止在被侵占的巴勒
斯坦领土上建设犹太人定居点，这是双方恢复和谈的先决
条件。

然而，在美方分别与巴以双方举行对话后，巴方的态度
似乎缓和许多。

据巴方消息人士透露，如果筹备工作顺利，近日，巴以
可能在约旦举行对话。届时参与对话的还将包括约旦和美
国的代表。

由此可见，“巴以和谈”已初见曙光。

各方发力促进和谈

其实，种种迹象表明，巴以双方早有和平谈判的愿望。
以色列方面，虽然政府是首次提出“历史性妥协”，然

而，在以色列民众心中却早有此意。
!&$$年 (月 $%日，以色列民众打出“只有自由的人民

才能谈判”的标语，沿着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耶路撒
冷的分割线进行游行，以此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建国。

有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人明白，只有取得巴勒斯坦人
包括阿拉伯人的平安和国际社会的承认，才能最终完成自
身的安全保障。

今年 $月，《今日以色列》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
数的以色列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另外，由于近年来巴以冲突的愈演愈烈，巴勒斯坦的经
济蒙受巨大损失，随之而来的还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失
业率极高，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等问题。

急于想要改善生活环境的巴勒斯坦人民也清楚地意识
到，以武力解决与以色列领土争端问题不切实际，和平谈
判无疑是人心所向。此次，巴方向外界表示愿意同以方展
开探索性对话便是有力证明。

当然，“巴以和谈”进程能有如此突破，也离不开美方的

调和。
在访问期间，奥巴马曾多次呼吁巴以双方搁置争议，尽

快回到谈判桌前。他还表示，美方会加强斡旋以尽快促成巴
以双方重启直接和谈。

“巴以和谈”道路艰难

现如今，虽然“巴以和谈”进程有了积极的进展，但
有分析认为，双方的探索性对话仍将面临极大困难。

奥巴马此行适逢巴勒斯坦人对美国大失所望之际，而
支持“两国方案”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能力较弱。哈马斯仍
然在加沙地带执掌权力，其最高领导人迈沙阿勒完全没有
缓和立场，而是在最近发表了一次令人不寒而栗的讲话，
宣布他的目标是“解放”不仅包括拉姆安拉等西岸城市，
还包括以色列城市如雅法和海法。

与此同时，以色列内部各政治派别也将对此次对话产
生影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刚刚再次当选，他的新联
盟包括一些中间派分子，但也包括利库德集团的强硬分
子、利伯曼领导的“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以及贝内特
领导的犹太人家园党。) 月 $( 日，内塔尼亚胡宣布任命
摩西·亚阿隆出任国防部长，他曾是以色列西岸定居计划
的强有力推手。

另外，当巴以双方坐在谈判桌前时，摆在他们面前的
问题也非常棘手。这些难题包括如何划定边界线，如何处
理犹太人定居点，以及如何处置 #&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以
色列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等。

有专家认为，推动“巴以和谈”进程的关键还在于美
国能否拿出有效措施，令双方都作出妥协。

“历史性妥协”能改变历史吗
邢若宸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一个国家的外交之美由谁来诠释？
无论是陪同丈夫出访，还是做公益慈善事业，第

一夫人们的每一次外交亮相，都被放大在媒体的聚光
灯下，引来各界的关注。
“默默无闻”是俄罗斯第一夫人柳德米拉的外交

利器。柳德米拉可谓是成功男人背后的“低调”女人，她
因低调、贤惠被俄罗斯人亲切的称为“内助九段”。相比
普京的硬汉形象，柳德米拉的低调恰恰为俄罗斯的外
交增添了几分柔情。用柳德米拉的话说，不是她相信沉
默是金，而是因为这将帮助普京成为俄罗斯最有权力
的人。

同样低调的+当属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女友瓦莱丽，
而她的低调却别有一番霸气。人称“铁娘子”的瓦莱
丽，不喜聚光灯，不甘做“爱丽舍宫的花瓶”，而是
继续她的记者事业。!&$! 年瓦莱丽首次亮相 ,' 峰
会，一身黑色西装，彰显了华贵的职业气场，也给法
国的外交增添了几分硬朗。

其实，第一夫人中的女强人不是唯瓦莱丽独尊，
美国的第一位非洲裔第一夫人米歇尔就是“励志夫

人”的典范。
出身普通黑人家

庭的米歇尔，通过自
己的努力考入哈佛大
学，又成为商界精
英。在成为第一夫人
前，就曾被生活杂志
《元素》 列为全球 !%

名最激励人心的女性。!&&* 年米歇尔在英国发表了
《成功取决于坚韧的性格》 的演讲，她用自己的成长
经历告诉人们“女人能够创造奇迹”。米歇尔的奋斗
史就是对“励志外交”的最好诠释。
“狂野不羁艺术花，原来生在帝王家。长大嫁作

首相妇，政坛着装我最佳。”英国第一夫人萨曼莎用
时尚来演绎其迷人的外交风采。

皇室出身，加上狂野叛逆的个性，本就给萨曼莎
贴上了高贵、神秘的时尚标签。早在成为首相夫人
前，萨曼莎就在最佳衣着名人榜上超过法国前总统萨
科齐的妻子布吕尼，成为政界最佳着装女性。!&$!

年，萨曼莎陪同卡梅伦出访美国时，大展衣橱，被称
为“最时尚的第一夫人”。时尚让绅士之国的外交
“洋气”了起来。

比萨曼莎更洋气的，当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夫
人安倍昭惠。安倍昭惠打破了日本历届首相夫人小
心、贤淑而又沉默的风格。她曾在 -.电台当过 /0，
在演播室里与嘉宾边喝酒边聊天。爱酒的第一夫人，
近日在东京开了一家酒吧，引来媒体猜想，第一夫人
是要把酒话外交吗？

非洲：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陆
本报记者 杨子岩

一位欧盟发言人 !% 日说，塞浦路斯与“三驾马车”已经就 $&& 亿欧元

（约合 $)&亿美元）的救助协议要点达成一致。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摄

各方就塞浦路斯救助协议要点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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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狮子来形容非洲，可以感知其发展的速度。
用亮点来形容非洲，能够感受其在世界经济阴云中的

明亮度。
!# 日，金砖国家峰会在南非德班举行，世界把目光

又一次向非洲投注。这些聚焦的审视，可以让世界惊奇地
发现，非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陆。

进步的非洲

对非洲的关注不始于今年。
英国皇家国际战略研究所非洲项目副组长托马斯·嘉

吉去年发文称，过去我们只了解非洲的饥饿和战争，但是
非洲的时代已经到来。

这有足够的数据可以证明。过去 $&年，全球 $&个经
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有 #个在非洲。在 !&$$ 年，加纳以
$)1的增长速度傲视群雄。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成绩还不到
$1，美国只刚刚超过 $1。

许多过去一贫如洗的国家的经济正在腾飞，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预计今年的增速将达到 %2(1，尼日利亚等经济
领先的国家人均收入有望在 !&)&年增长两倍。

非洲开发银行的统计也能说明问题。非洲中产阶级人
数约为 )2$) 亿，占非洲总人口的 )"1，人均消费水平为
每天 !2! 美元，在不到 !& 年内翻了一番。该行预测，到
!&#& 年，非洲中产阶级人口将膨胀至 $$ 亿，占人口
"!1，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将成为少数群体，所占比
例为 ))1。
《经济学人》 把目光也注视到了非洲的其他方面：携

带武器的儿童减少；教育更加普及；艾滋病感染率下降
(%!。过去 $& 年来，非洲大陆人口寿命延长 $3$&；外国
直接投资涨了 ) 倍。未来 $& 年，非洲消费开支将翻倍，
而人均年薪在 $&&&美元以上的国家数量将从不到一半的
国家扩大到 )""的国家。

未开发的潜力

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非洲农业所拥有的巨大经济潜
力往往被人所低估。饥饿往往与非洲挂钩，但这都是片面
之语。

过去以“饥饿”著称的埃塞俄比亚，!&$$ 年出口了
价值 $&亿美元的咖啡、芝麻、小麦、玉米、豌豆和大豆。

但非洲还拥有全球 #&1的未开垦土地，目前非洲耕作
了 $(1的耕地。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测，到 !&)&年，非洲农
业产值将从目前的 !'&&亿美元提高到将近 *&&&亿美元。

一位长期从事非洲大宗商品贸易的银行高管称，生产
力低下是非洲农业现在存在的问题。不过，全球对在非投
资农业和农业综合业务的兴趣日益上升，全球范围内大规
模跨境农田收购和使用协议不断增多。这为非洲带来透明
的可持续性的收益。

坦桑尼亚英文报纸曾刊登过两篇文章，题目为《坦桑
尼亚可养活非洲》、《非洲可养活世界》，这从另外一个侧
面反映出非洲农业的潜力。

一些被昵称为“狮子王”的非洲企业家们胃口已经很
大，甚至开始吞并欧美的竞争对手。南非啤酒公司于
!&&! 年收购了美国的米勒公司，成为全球第二大啤酒公
司。

跨国企业争相涌入非洲投资，就是希望搭上非洲的高
速车。无怪乎有专家称：现在不是“非洲如何融入世界”
的问题，而是“世界如何融入非洲”的问题。

非洲的挑战

有人分析，非洲摆脱贫穷落后的原因一方面是他本身
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和农业资源，另一方面是西方援助机
构、中国公司及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贡献。不过，归根结底
值得称赞的是非洲人民在其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

加拿大有媒体已经宣称，世界正在迎来“非洲世纪”。
但非洲同时面临的，还有更大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国家安全。
马里分裂危险加大，利比亚部族冲突和尼日利亚教派

冲突也在升级。近年来的科特迪瓦内战、南苏丹独立、利
比亚战争等，可以说非洲部分地区正在进入新一轮激烈变
动期。

如何规避这些动荡带给非洲的不利因素，这确实是个
问题。是走西方改造非洲的老路，还是让非洲人民主导解
决自己前进中的问题？答案不言自明。

有分析称，强加给非洲的那一套东西已经被历史证明
是很难行得通的，有的甚至成为导致目前民族、部落及宗
教冲突的“导火索”。国际社会应当帮助非洲人找到一条
更适合他们的发展合作之路，支持非盟等区域组织在解决
地区难题时发挥更大作用。

摩洛哥学者默哈·安纳济有如此断言：“如果北非国
家的新领导人能将各自的经济整合在一起，一个拥有超过
(%&& 万消费者的市场将最终确立并吸引更多外商投资以
及对外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