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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加入抨击美国政府监听事件阵营
的是德国，德国政府 !"月 #$日称，总理
默克尔的手机可能已经成为美国的监听目
标。默克尔已就此致电奥巴马，并明确表
示，如果上述信息属实，她坚决谴责这种
做法。但除了谴责，又能怎么办呢？

盟友表达不满

白宫发言人卡尼 #$ 日在回答有关是
否监听默克尔手机的问题时却显得暧昧，
令外界普遍认为卡尼并未否认 %&' 过去
曾经监控默克尔的手机。

在默克尔之前，法国刚向美国表达了
不满。

法国《世界报》 #!日爆料，从去年底
到今年初的一个月时间内，美国国家安全
局对法国多达 (""" 多万次的通话进行了
监控。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还对部分法国电
子邮件服务进行监控。除了被怀疑与恐怖
活动有关联的人之外，监听还涉及法国政
商界人士。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召见了美国驻法大
使，要求美方尽快做出回应。法方表示，
在伙伴国家之间的此类做法完全令人无法
接受，美方必须保证今后不再继续这种行
为。法比尤斯表示，法美两国在反恐方面
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并不
意味着一切做法都具合理性。

意大利总理莱塔 #$ 日会晤正在欧洲

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向他当面要求
解释美国监控意大利公民的问题。

另外，德国 《明镜》 周刊还披露美国
监视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龙邮件的事实。
墨方认为美国的监视行为伤害了墨美信
任，为两国长久以来的友好关系蒙上了阴
影。

近墨者怎能不黑

正在国外参加会议的墨西哥外长敦促
美国尽快展开调查，并称回国后要召见美
驻墨大使。墨政府之前的抗议是通过电子
邮件进行的，但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尊
重。此次调门的升高，是为平息国内对政
府处理方式的不满。

诸国政客像墨西哥官员一样，并不想
让此事扩大，诸多的强硬举动大多是迎合
民众的无奈之举。

其实，美国类似的做法在西方早已
“不足为奇”。法国的反对党议员就称，这
样的事情很早以前就已存在，“大家都心
知肚明”。

在法国媒体持续披露细节之时，美国媒
体极尽揶揄之能事。《华盛顿邮报》就披露法
国上世纪 )"年代时采取同样手法在各大航
空公司的头等舱里安装窃听器，收集部长和
企业老板的谈话。美国当年也曾要求法国做
出解释，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回复。

法国政府发言人表达了息事宁人的意
愿：“没有必要把事情越闹越大。虽然在

这件事上我们对美国的信心受到打击，但
毕竟我们拥有非常紧密和独特的关系。”

共同的利益更重要

尽管法国媒体像打鸡血似地想煽动政
府与美国红脸，但法政府其实并没有太大
作为。相反，法美之间合作是主流，包括
情报合作。这对盟友不会因监听事件而散
伙。

据法国官员表示，法美情报机关有定
期沟通机制，前不久两国还就叙利亚问题
有过良好合作。

英国与美国在情报合作方面更为密
切，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二战后，各国建
立的公约也为大规模分享数据奠定了基
础。英国通信总部就与美国国家安全局以
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新西兰等国有着合
作。

专家分析，西方跨国情报合作的基础
是利益趋同。美欧情报机构一直打着“反
恐”旗号对世界各国实施监控，但实际上反
恐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内容。因为现代国
际恐怖分子大多活跃在贫困国家的深山老
林地区，他们能够有效地规避网络监控和
电话监听。西方国家庞大的监听和监视网
络，显然就有着更多其他的任务和目标。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个体系
中，各国的地位并不平等。不同的地位决
定了这些跨国情报合作在任务和对象上的
不同。

越来越多的国家

加入抨击美国大规模

监听活动的行列，包

括美国的一些盟友。

有些观察人士臆测，

监听会让美国与盟友

的关系蒙上阴影，甚

至可能会产生裂痕。

但盟友的谴责可能只

是过过嘴瘾，因为在

政客心中，共同的利

益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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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不是地缘政治主角的非洲，也会有偶尔“上镜”的

机会。近日，西班牙《国家报》刊登一篇题为《非洲将为我

们提供吃的》的文章，称非洲拥有全球 *"+的潜在可开垦耕

地，且 ()+的可开垦耕地没有进行耕种。联合国非洲专家默

茜·万步维的话更是掷地有声：“非洲当然可以成为世界粮

仓！”

世界银行今年 $ 月的一份报告称，如果非洲向外国资

本、企业和技术打开大门，#"$" 年将创造出一个价值 ! 万

亿美元的粮食市场，是现有水平的 $倍。

这些逻辑指向一个结论：我们没必要担心世界粮食安

全。

似乎在“全球化”语境下，非洲永远充当着资源“奶

妈”的角色。一个更直观的场景是，如若我们开着吉普，在

非洲的旷野上奔腾，我们会对道路两旁一望无际的棕榈树和

橡胶林瞠目结舌。

事实是破碎而分裂的：一方面，据资料，#""" 年至

#"", 年全球农业生产增长最快的 !- 个国家有 ( 个位于非

洲；另一方面，非洲很多国家仍然在饥饿的临界点挣扎。非

政府组织“基因资源行动国际组织”创始人亨克·霍布林克

直言，在非洲仍有人挨饿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出口是一种犯

罪。数据显示，非洲约 *"""万公顷土地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粮食安全的基础应该是粮食主权。当西方世界手握非洲

粮食主权时，在资本运作和资源分配上的“建议”，更像是

一种谎言，一种霸权主义逻辑。西班牙社会活动家古斯塔

沃·杜奇说，“这就是打着领带、骑着自由市场之马的新殖

民主义者的一种伪装。”非洲要摆脱饥饿，最需要解决的问

题是域内粮食生产的独立问题，是某种程度上的“自给自

足”。而这正是对全球化体系下世界经济秩序的挑战，西方

世界甘心接受这种改变吗？

非洲广袤的种植园提供着西方世界所需的工业原料。一

个世纪前，这些东西会被运往世界工厂———西欧和美国，为

资本主义世界“大繁荣”添砖加瓦。然而在资本输出的全球

化时代，工厂就建在种植园旁边，它们都有共同的白人老

板。资本的流入的确加速着非洲的经济现代化，但这种现代

化的成果并不属于非洲人。

“中产”在后现代语境下是个充满争议的词汇，甚至是

个伪命题。当西方世界为自己的“纺锤形”成熟社会和全民

中产引以为傲时，我们不妨适时把目光移向非洲：因为支撑

着西方世界纺锤的，始终是巨大的金字塔基座，而这个基座

就坐落在充满饥饿与疾病的非洲。

非洲何时“粮食自主”？
任一丁

!评论

“中俄两国既是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也
是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好伙伴。双方务实合作越深
入，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就越牢固。”在
## 日开幕的第八届中俄经济工商界高峰论坛上，国务
院副总理汪洋这样表示。

相关专家表示，在高水平政治关系的引领下，两
国经贸合作正进入最活跃、最富有成果的时期。

“中国的先进经验值得俄罗斯借鉴”

#! 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访华，中俄领导人
就扩大双边经贸规模、完善双边经贸结构、发展两国
相互投资、实施能源领域大项目、加强工业生产领域
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中俄经贸呈现出新的亮
点。
“俄罗斯政府也想做强自己的电子工业，这需要中

国的帮助。”俄罗斯联邦副总理罗戈津 ##日表示。在船
舶制造业和以高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中
国的先进经验值得俄罗斯借鉴。

科技合作成为此次梅德韦杰夫访华的重要议题之
一。据悉，#$ 日梅德韦杰夫参观了位于安徽合肥的中
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并发表了演讲。在专
家看来，这是中俄加强科技合作的信号之一。

同时，中俄的地区合作也被提到更重要的地位。
数据显示，中俄现有 #! 对友好省州、,- 对友好城
市，双方在跨境路桥、输电光缆等方面的合作前景广
阔。

此外，相关专家表示，今年开始的长江沿岸和伏尔
加河沿岸联邦区的经贸合作，正式标志着两国的区域合
作范围正在向纵深腹地推进。

高层互动助推成果丰硕

中俄经贸发展的背后，是双方高层的紧密互动。
今年 $ 月，习近平主席的首次出访就选择了俄罗

斯，此后半年时间内，两国元首进行了 .次会晤。在相
关专家看来，这在世界大国关系史上也不多见。

!( 日，梅德韦杰夫访华前夕，国务院副总理张高
丽在北京会见了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
员会秘书长、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 日，中国
国务院副总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中方主席汪洋
在西安与俄罗斯副总理、俄方主席罗戈津举行中俄总理
定期会晤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而高层的紧密互动，也给中俄经贸带来了一系列丰
硕成果。

在战略性的能源领域，两国已签署了未来 #- 年俄
罗斯向中国供应 $/*-亿吨原油的供油协议。## 日，梅
德韦杰夫表示，今后每年将增加对华原油出口 !""" 万
吨。同时，中俄双边开始落实扩大原油贸易政府间协
议，并在天津建设年产 !*""万吨的联合炼油厂，“东
部走廊”作为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出口中国的主要方向已
被确定。

而据双方领导人商议，到 #"!- 年，中俄双边贸易
额将达 !""" 亿美元，到 #"#" 年，这一数字将达 #"""

亿美元。

未来潜力巨大

数据显示，#"!$ 年前三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达
**!0!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 . 年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
易伙伴，俄罗斯也一直是中国排名前 !" 位的贸易伙
伴。

但中俄前三季度贸易额较去年同期下降 "0!+。专
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两国经贸合作热情和潜力衰退，
但体现出中俄经贸合作走向纵深的紧迫感和必要性。

在罗戈津看来，“中俄经贸的潜力还没有完全挖掘
出来”。他表示，在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民生的科技项
目以及金融等方面，双方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副所长李东
日前撰文指出，中俄经济合作在投资方面相对缓慢，还
呈现出“规模小、档次低”的特点。

数据显示，到 #"!# 年底，中国对俄直接投资仅接
近 -"亿美元左右，投资规模占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还不
到 !+。俄罗斯对华投资更是在 $"""万美元左右，不到
中国吸引外资和俄罗斯对外投资规模的千分之一。

李东指出，这说明中俄投资成长空间大，两国有必
要进一步推动投资方式多样化和投资主体多元化。

也有俄罗斯媒体指出，虽然目前俄中关系发展水平
很高，但是上热下冷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两
国在能源、经贸结构、移民问题、民间交往等方面还有
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还需要两国共同努力解决。

双边优势互补 未来前景广阔

中俄联手经贸升级版
本报记者 申孟哲

近日，一个由美国旧金山政府官员、商界和教育界人士
组成的代表团对中国的北京和上海进行了为期约一周的访
问。在进一步推动旧金山与北京、上海等城市友好合作的同
时，代表团对中国投资者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长期以来，旧金山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多年
前，旧金山与上海缔结为姐妹城市，成为中美两国间第一对姐
妹友好城市。李孟贤此次是首次以市长身份访问上海。访问期
间，两市签署了新一轮交流备忘录。李孟贤表示，旧金山和上
海都是国际化大都市，两市的友好合作将会促进中美两国关
系进一步发展。

旧金山代表团此次不仅为中国观众带来了金州勇士队与
洛杉矶湖人队的精彩比赛，也与中国的潜在投资者展开了富
有成效的会晤。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就分别与大连万达集
团和海航集团就可能进行的投资和合作展开了会谈。

参加与万达集团会谈的美国龙鹰国际公司总裁吴敏对王
健林所表现出的远见印象深刻：“他很有远见，正在将他的
商业帝国向文化产业转型。”把目光投向海外的万达集团前
段时间在纽约签署了五星级酒店项目的投资协议。看到万达
对美国酒店业表现出浓厚兴趣，旧金山代表团的酒店业成员
无比欣喜。

“我们认为下个 !"年，对美国酒店业来说最重要的因素
在于前往美国的中国游客。我们正在和中国酒店投资者、中
国连锁酒店所有者讨论拓展美国市场。”美国普林斯姆酒店
（123&4）董事长史蒂夫·范对记者表示。

旧金山金融区希尔顿酒店董事总经理杰夫理·包利谋
（5678896: 1;<69=7） 对记者表示，- 年前，中国游客数量还
很少，但现在已经占到他所在酒店业务的 !>$。从会说中文
的经理到提供中式早餐，包利谋的酒店正在尽力满足中国顾
客的需求。

对于万达集团对在旧金山等地投资酒店业的兴趣，代表
团相关成员表示，将在今年底前提出具体的合作方案。

在吸引中国投资方面，旧金山有独特的优势。位于美国西海
岸的旧金山一直是华人汇聚的重镇。华裔是美国全国亚裔人口
中最多的族裔。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年的统计资料，旧金
山的亚裔占比为 $-0,+。#"!!年，旧金山选举产生了首位华裔市
长李孟贤。

正如李孟贤的竞选顾问何戴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
说的，旧金山是通往亚洲的门户，对于华人和中国来说，旧
金山都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他期待旧金山为推动中美两国的
友好交往贡献更多力量。

旧金山瞄上中国投资者
本报记者 张 红

本报记者 杨子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