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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据说日本首相安倍睡不好觉了。可是，!月 "

日，安倍在展开非洲行之前再次放言。根据日媒解读，
安倍的意思是，即便遭到批评也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安倍再次用执迷不悟回应了四面八方的质疑。为日本提
供保护伞的美国希望重返亚太执掌话语权，这次好像做
不了安倍的主了。

让美国难堪了

靖国神社供奉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认定的 !#名日
本甲级战犯。参拜靖国神社，实质就是企图美化日本军
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颠覆国际社会对日本
军国主义的正义审判，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而这种秩序正是美国等同盟国缔造的。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他有关慰安妇的言辞让美国

很难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说，
“美国一向自诩为正义的一方，安倍的表现让它‘失望’。
参拜靖国神社说明安倍对霸权没有反思，也就意味着，
对于美国而言，日本在贬值。”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义虎则从美日特殊关
系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美日有两层关系。其一
是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关系。其二则是盟主和小伙计的关
系。“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安倍才敢冒天下

之大不韪。但是，安倍若要毁弃诺言、破坏战后秩序，
就会碰触到美国的底线。”李义虎说，“美国的确是要利
用日本‘重返亚太’，但是绝不会允许安倍挑战其底线。”
“当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纽约时报》社论的题目

是‘无谓的挑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
长达巍说，“如今，对于安倍的参拜，美国应该还是这
种心态。”

玩美国玩过头

分析普遍认为，安倍此番兴风作浪，大背景离不开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离不开美国的默许与纵容。
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安倍的所作所为真的符合美国利益
吗？专家们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当然不符合。安倍明显是配合过度了。”沈丁立说，

“安倍玩美国玩过了头，他忘记了，日本与美国是不平等
的。日本只能在美国设定的大棋盘中走，不能出界。”

沈丁立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实质上是
因为新兴国家的崛起导致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差距缩
小。在国际事务中感觉到力不从心的美国希望拉拢某些
国家，实现力量“再平衡”。安倍兴高采烈地充当“马前
卒”。但是，本来是美国利用日本，现在反过来成了安倍
利用美国实现日本的“正常国家”梦。安倍把亚太搅得

不安宁，是地地道道的“麻烦制造者”，且已经触碰到了
美国的利益。

达巍说：“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日韩关
系恶化，导致亚太地区局势复杂化，这当然不利于美国
‘重返亚太’的战略。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主导思想就
是通过日本实施其亚洲政策。美国希望安倍听话，能在
经济和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但是，经过安倍的搅
和，美国倒显得有点一厢情愿了。

绥靖没有好果子吃

“日本近期之所以如此肆意妄为，离不开美国的纵容
姑息，离不开美国的新的绥靖。”李义虎说。

达巍也指出，除了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所进行的修
宪、集体自卫权解禁等都是美国默许的。

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美国用“失望”来表态，
虽然比“遗憾”严重，但却仍然不是“反对”。这反映出
美国一种复杂而敏感的心态。目前看来，美国似乎仍在
观望。
“美国表态‘失望’，暗含的意思是，美国要给安倍

划红线了。这条线就是不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颠覆战
后国际规则。”李义虎说，“不过，美国还在观察安倍的
行为以及中韩俄等国的反应。”

可惜，美国的这种“暗示”似乎没什么效果。安倍
表示有意继续参拜就是佐证。

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一味的姑息、一味的绥靖，
从来不会有好果子吃。

美国的不作为已经开始引起质疑。沈丁立指出，美
国主流媒体以及精英阶层应该站出来，让美国民众看清
楚安倍如何“不着调”，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从而影响
美国政府的决策。韩国《朝鲜日报》 "日也发表社论称，
“美国不该对日本历史问题模棱两可”。

美日之间有着紧密的防卫合作指针，在其中一方受
到威胁时，另一方有义务挺身而出。可是，如果日本军
国主义者再来一次太平洋战争中的珍珠港事件呢？美国
该怎么做？

希望这只是一个黑色幽默。

北京时间 ! 月 " 日凌晨，美联储公布了 $%!&

年 '$月份政策会议纪要。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

在很大程度上对该行在此次会议上作出的将资产购

买规模缩减 !%%亿美元的决定持一致意见。与会者

最担心的边际成本是持续购债给金融系统稳定性带

来风险。道琼斯指数的市盈率已经从一年前的 !()*

上升至目前的 +,。

而欧盟统计局 +月 * 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 ++ 月，欧元区和欧盟的失业率分别为 +$)+-

和 !.)"-，与上个月相比基本未变。欧盟经济复苏

势头减弱导致欧盟失业状况不断恶化，失业人数继

续增加。欧盟和欧元区去年 !! 月的失业总人数分

别为 $/00)& 万人和 '"$()' 万人，与上个月相比分

别增加 ')"万人和 .)( 万人，与前年同期相比分别

增加 $,)*万人和 (0)$万人。去年 ''月希腊的失业

率最高，为 $,)(-；其次是西班牙，失业率为

$/),-。 '月 "日，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宣布维持

各自的基准利率于 .)$0-和 .)0-不变。欧元区去年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不及市场预

期的 .)"-，欧元区再度面临通缩的风险。

新兴市场在这个关口怎么样呢？看看印度。

$.'&年的印度经济增速创下 '.年来新低。卢比是

$.'&年全球表现最糟糕的货币之一，$.'&年 0月1

*月，卢比兑美元汇率跌幅高达 $.-以上，曾一度

跌至 /*)*02+的历史最低水平。

美国商务部公布，++月份美国贸易赤字创下 (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由于出口创下历史新高，

这表明美国经济基本面正在改善。

资本是没有国界和良心的。国际资本在 +"",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斩获颇丰。资本家的身影总是在

战争、冲突和危机中若隐若现。此轮经济周期发展

的关键时刻，它们又在怎样计划呢？3%+( 年或许

是国际资本的决战之年。美国的军事、外交、能

源、货币政策都是为了最大程度攫取他人的血汗

钱。大佬们最喜欢的就是带走利润，看着一片经济

废墟，洋洋自得饮酒作乐。

美元还没有完全关上龙头，外汇、黄金、石

油、股市已经如同惊弓之鸟。作为投资者最安全的

避风港，美债被视为无风险资产。如果美联储扣下

扳机，升高利率，强力吸收欧洲美元，各国市场又

将如何表现呢？高杠杆的资产是否将面临灭顶之

灾？哪些国家、公司和个人又将成为沙滩上的裸泳

者？

2014，

国际资本决战之年？
杨 宁

据路透社 +月 "日报道，美国能源部一位官员
* 日称，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兹将不再按
照原定计划于下周访问印度，此次访问将推后到
“一个双方都认为适当的日期”。至此，美印自上月
开始的外交争端持续升级。

“复仇”你来我往

事情的导火索源于一起逮捕事件。
去年 +$月 +$日，印度驻纽约领事馆副总领事

德维娅尼·柯布拉加德因涉嫌佣人签证材料造假以
及克扣薪水事件在纽约街头被捕。这位女外交官
说，扣押期间，她曾被戴上手铐并遭脱衣检查，而
且和吸毒者关押在同一个牢房。

突如其来的屈辱令印度上下一片愤怒。不久，
印度政府开始取消美国外交官享受的外交礼遇，拒
绝会见美国国会代表团，并动用清障工具移除了美
国使馆前的保护性路障。+月 *日，印度外交部照
会美方，要求美国必须在 +月 +/ 日之前关闭其驻
印度大使馆内的“美国社区支持协会”，并勒令美
方停止其内的一切商业活动。

美国人的“傲慢”举动同样引发了印度民众的
强烈反弹，上月 +*日，印度新德里民众便愤而举
行抗议示威活动。

相关人员表示，印度政府的强硬立场一定程度
反映了民众的愤怒情绪，一系列行动也表现出一种
“报复”性质。然而，美国并未对此正式道歉。

“傲慢”伤及互信

实际上，印美之间外交的降温并不突然。有分
析表示，近来，美印之间分歧增多，种种疑虑与担
忧叠加在一起，美印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冷淡期。
高层会晤产生的“可操作性”成果屈指可数，旨在
推动两国关系的重要想法更是少见。更严重的是，
印美双方都表现出了不信任性。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载文指出，经济上的分歧
而非合作成为近来美印双边交往中的主要特点。从
$%+$ 年起，美印双边投资谈判陷入停滞，双方谈判
人员也一直未能见面。去年 +%月印度总理辛格访美
前，也遭到大批美国企业对其“不公平贸易”和限制
外资的投诉。此外，美印关系中的“大头”，在民用核

项目上的合作协议也是一直进展缓慢。
与此同时，双方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比如伊朗

的核问题与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的分歧也很突
出。

对此，美国专家也曾表示，“需要对美印关系
采取一种新方式，重新平衡当前严重偏向安全合
作，且缺乏足够对等的政经稳定因素的关系。”他
们认为双方应该建立一种互惠的政治和经济联盟。

“偏见”未触底线

尽管如此，此次事件并未触及底线。分析指出，
双方争端的焦点在于如何处理柯布拉加德的问题。

报道称，目前，印度正设法将柯布拉加德调往
联合国，但是，她的转岗申请仍在等待美国国务院
的批准。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逮捕或许会加深印度对美
国的“偏见”，为近来美印关系中的挑战再添一层
霜。但是，当前的怀疑却并未否定美印关系中的根
本战略逻辑。美印在地区权力平衡、经济发展、能
源合作方面仍拥有广泛的共同的利益。而且在此前
+% 年的美印关系的发展中，美国为此所下的长期
赌注早已将“两艘大船”捆绑在一起。

或许如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方丹所言，
“这只不过是在一贯的浪漫主义气氛中加进一点点
必要的现实主义意味罢了。”

美印再度上演
“傲慢”与“偏见”？

付 琼

头顶烈日，脚踏黄沙，为了寻找石
油，只能这样辛辛苦苦地钻井勘探吗？何
不租一片农场，轻轻松松地“种”出原油
呢？

近日美国科学家研究出一种新技术，
能够利用海藻快速地转化出类似原油的燃
料。该研究小组组长道格拉斯表示，自然
界需要用上百万年才能完成的过程，已经

被成功地缩短到一个小时。如果这一技术
在商业领域得到推广，相信专门从事藻类
种植和燃料提炼的农场将会大量出现。

令人惊讶的不只有“种”原油的农
场，如果您哪天看到工人向水池中倾倒废
金属，千万不要觉得惊讶。每日科学网站
报道，为了降低太阳能应用成本，瑞士科
学家正努力研究光能转化为氢气的新技
术，而基本原料居然是让我们感到非常鸡
肋的铁锈。

这些生锈的金属每年都从建筑业和工
业企业中大量退休。任其流浪街头，不仅
浪费资源，而且污染环境。科学家希望能
将它们请进专门的生产池中养老，顺便为
人类提供更为清洁的能源。一旦这项技术
足以投入商业运营，年迈的金属们说不定
会焕发出第二春，变得异常抢手。

与废旧金属一样重获新生的，还有形
象不佳的地沟油。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从地

沟油中炼制出航空柴油，给这种困扰食品
安全的厨余废物指明了新出路。在此之
前，谁能想到有一天地沟油会挺直腰板，
成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航空公司合作商
呢？

世界各国寻找替代能源的努力，也不
都是一帆风顺。由于制造生物柴油要消耗
大量玉米，导致牲畜饲料价格上涨，美国
畜牧养殖业和可再生能源协会之间就曾打
了多时的口水仗。出于环保方面的顾虑，
核能和水电开发也饱受质疑。但石油、天
然气等传统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储量日渐
枯竭，预示着新能源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
拥有广阔前景。

不管是“种”出来的原油，“养”出
来的氢气，还是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
地沟油，新技术的开发都为我们的能源供
给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英雄不问出处，让
我们迎接更多的新能源吧！

“种”原油 “养”氢气

新能源可以再“炫”点儿
董涵潇

+月 "日，突尼斯总理拉哈耶德正式向总统马尔祖基递交辞呈。马尔祖基

将在当天授权新总理马赫迪·朱马组建新的政府内阁。阿代尔摄 新华社发

突尼斯总理拉哈耶德正式递交辞呈

如果美国能做主，
拿掉安倍是选项？

本报记者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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