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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
没人知道，这是结束，还是不确定的开始······
没人知道，乌克兰的明天能否继续保持平衡·····

乌克兰从“平衡木”上跌落
本报记者 杨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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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脸谱 （Facebook） 以190亿美元收购了只有55名员工且营业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即时通讯应用提
供商WhatsApp。有讽刺意味的是，WhatsApp的联合创始人阿克顿曾经被推特和Facebook拒之门外。
190亿美元，这差不多相当于A股中国国航市值的两倍。有人认为这是互联网泡沫的重现。互联网企业的估值是否已经偏离

了实际价值呢？人们还记得上个科技股泡沫时期的著名词汇“市梦率” 。
从2009年3月底开始，美股市场开启了新一轮大牛市。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从1330点起步，在接近5年的时间里上涨了近220%。纳斯达克

综指上一轮大幅上涨是在2000年泡沫前夕，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该指数从1700点左右飙升，到2000年3月创下5132.52点的历史高点，不到两
年内上涨了200%。
科技股泡沫破裂后，埃克森美孚便一直都是全球市值最大企业，而如今新贵苹果、谷歌崛起抢走了它的头衔。上周，纳斯达克指数触及十多年来的高

位。纳市市值居前位的公司已经从思科、爱立信、戴尔等电脑或互联网硬件设备提供商，变为谷歌、脸谱、亚马逊等互联网公司。新一轮的大浪淘沙，谁是
赢家谁是输家，暂时难见分晓。大时代的背景下，每一个拐弯，对手都可能轻松超车。比如新能源汽车领域，特斯拉汽车每公里的电费开支仅为人民币0.1
元，未来会有多少汽车巨头倒在特斯拉的脚下？

欧洲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2月18日报道，欧洲市场的经济复苏大大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这使得首次公开募股市场经历着自金融危机以来
最繁忙的时刻。 相关人士称，由于估值具有吸引力，市场正处于活跃期，并有望继续保持良好状态。

2月初，新兴市场股市暴跌，黄金价格有反弹的迹象。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媒体18日报道称，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在上个季度大量买
入标普500指数看跌期权。截至去年第四季度末，其持有的标普500 看跌期权头寸较去年第三季度末增加154%，价值从4.7亿美元大幅增

长至13亿美元。数据追踪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标普500指数看跌期权已经成为索罗斯基金中的第一大重仓品种，截至去年第四季
度末占其整个持仓组合规模的11.13%。

美国股市到底是站在新一轮“新经济”爆发的前夜，还是已经严重偏离了经济复苏的基本面？美国货币宽松
政策彻底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会发生怎样的洗牌？乌克兰近日的巨变似乎再次表明，俄罗斯

在该国的影响力不足以抵挡欧盟的扩张。而此前波黑发生的示威游行也充分说明，即使
同在欧洲，世界也远远不是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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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盛顿邮报以
《关于在飞行中使用手机的
混合信号》 为题报道了美
国两家联邦主管机构的分
歧。该报称，对于乘客们
能否在飞行中使用手机的
问题，联邦机构向消费者
发出了不同的信号。美国
交通运输部上周末在其网
站上发布公告，表示有意
维持对飞行中使用手机的
禁令。而两个月前，美国
联 邦 通 讯 委 员 会 （FCC）
刚刚通过了一项旨在寻求
解除该禁令的投票。

相比于火车或其他交
通方式，乘坐飞机出行既
方便又快捷，只需要花费
几个小时，你就能前往通
常可能会耗时几天才能到
达的地方。然而由于这一
禁令的原因，飞机上的旅
行和其他交通方式相比要
孤单很多——你得关掉手
机，没法和朋友们煲电话
粥。

由于担心手机信号会
影响飞机与地面导航系统
的通讯，目前世界各国和
绝大多数航空公司都禁止
乘客在飞行中使用手机。
事实上，正是美国联邦通
讯委员会在 1991 年首次发
布了在飞行途中不得使用
手机的禁令。随后，美国
交通运输部下属的联邦航
空局 （FAA） 也基于同样
的原因通过了一项针对所有航空公司的规定。

尽管手机信号会干扰飞机通讯的传闻由来已
久，但为人们所忽视的是，这一说法并未得到严肃
的实验或统计数据支撑。美国航空航天局和其他一
些研究机构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但得出的结果
却使FAA和FCC左右为难：一方面，手机信号确实
有一定的概率对飞行系统产生干扰；但另一方面，
这种概率又比出门被雷劈还要小。那这么多年来一
直要求乘客关闭手机，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让FCC官员惊讶的是，当他们暗示希望解除手
机使用禁令时，收到的1200份公众意见几乎都表示
反对。民意调查显示，许多美国乘客，尤其是常

客，非常反感同行的乘客使用手机电话。“没有人，
绝对没有人，愿意做同行乘客电话交谈不自愿的听
众。”一位批评者表示，“被迫听他人不停地闲扯，
简直就是一种不可逃避的酷刑。”

看起来，飞机上的电话粥遭到嫌弃，还不仅仅
是技术方面的原因。

对于我们普通乘客来说，既然煲电话粥一时半
会儿还不能确定是否安全，那就还是老老实实遵守
航空公司的相关规定好了。毕竟，我们既不想打扰
别人的休息，更不想冒险测试飞行系统的抗干扰能
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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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一名乘客在飞机起飞前查看他的手机。
（图片来源：美联社）

据 《基督
教科学箴言报》 2 月 20
日报道，利比亚制宪委员会选举于当地
时间 2 月 20 日举行，但利比亚民众似乎对此
并不热心。在该国340万选民中，20日当天仅
投出36万票，到目前为止更多人选择了弃权。

爆炸声中的选举

2月17日，利比亚庆祝推翻卡扎菲政权的
革命爆发3周年，并启动了制宪委员会成员的
选举。据悉，本次制宪委员会的选举将选出
60 名成员，西部的的黎波里塔尼亚、东部的
昔兰尼加和南部的费赞等3个地区将各产生20
名委员。

然而 20 日当天，作为利比亚民主过渡进
程停滞一年多后的重要开端，大部分民众却
并不在意此次选举，纷纷弃权。据悉，在利
比亚340万选民中，只有110万人注册登记选
举。截至20日下午晚些时候，只有36万人投
出选票。这种低投票率反映出利比亚国内政
治整体上的低效。

此外，据 《利比亚先驱报》 消息，尽管
利比亚政府加强了安保，投票当日，东北部
港口城市德尔纳的 5 个投票点仍遭到爆炸袭
击。该消息援引德尔纳负责选举的官员的话

称，爆炸将会对其它投票点的选民心理产生
影响，进而影响投票率。

“现代国家”能否成真？

据联合国网站消息，对于此次选举，联
合国驻利比亚国家办公室特别发表声明，将
利比亚制宪委员会选举形容为“千呼万唤始
出来的成就”，称大选将为构建一个拥有以法
治和尊重人权原则为基础的国家机构的现代
利比亚铺平道路。

利比亚真的能迅速进入所谓的“现代国
家”吗？

尽管让民众积极参政议政似乎一直是美
国等西方国家所标榜的自由平等理念的重要
一环，然而从利比亚民众对选举的冷淡和近
几年利比亚持续不断的动乱状况可以看出，
似乎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利比亚这样的部落
国家容易水土不服。

利比亚、伊拉克等国家的边界不是自然
形成的，所以边界之内充满了原本并不统一
的复杂民族和宗教派别。直接照搬西式的民
主，恐难形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设想的共商

国是的局面。
伊拉克在萨达姆

政权倒台后的混乱局
面正是利比亚的“反面

教材”。
如果西方所谓的“现代利比

亚”真的是民众心向往之的，或许本次制
宪委员会的选举就不用经历此番爆炸风波和
低投票率窘境了。

新制度构建的探索

根据最高选举委员会发布的公告，制宪
委员会将负责起草宪法草案，之后宪法草案
将交付全民公决。

毋庸置疑，制宪会议是利比亚政治重建
的重要一步。但利比亚问题的症结，并不是
纸面的宪法所能解决的。由于东部昔兰尼加
和西部的黎波里塔尼亚在历史上和文化上都
存在显著差异，制宪会议很可能成为一场不
愉快的争吵。

2011 年安理会授权在利比亚建立禁飞
区，但授权很快被北约劫持，变成拉偏架助
推内战和颠覆政权的尚方宝剑。从卡扎菲政
权倒台直到今天，利比亚民众尚未得到西方
国家所谓的安定和自由，局部武装冲突仍时
有发生，自利比亚战争结束以来，这个北非
国家从来没有真正平静过。

可以预料的是，利比亚未来的道路仍然
困难重重。如何走出混乱，还得要利比亚人
民自己摸索，这是西方老师教不了的东西。
希望利比亚不会是伊拉克的“翻版”。

2 月 20 日，在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一名妇
女参与制宪委员会选举投票。

图片来源：盐城晚报

戏剧性变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乌克兰研究室主任何卫对乌克兰发
生的一切都连表惊诧，更别说普通民众了。

23日，乌克兰议会宣布议长图尔奇诺夫在新总统选
举产生前履行总统职务，以取代前一天被宣布“自动丧
失职权”的亚努科维奇。

22日上午，乌克兰议会召开的特别会议，一切都显
得那么的戏剧：议长因“健康原因”辞职，第一副议长
也宣布辞职，总统亚努科维奇所在的地区党议会党团又
有多名议员退党。反对派领导人迅速掌权，并旋风般地
宣布总统亚努科维奇“自动丧失职权”，还宣布于5月25
日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这样，21日刚刚签署的协议在22日就变成了一张废
纸。

在 21 日，总统亚努科维奇刚刚答应祖国党、打击
党、自由党 3个主要反对党领导人提出的一切要求，包
括从签字起10天内联合组阁并成立民族团结政府，开始
宪法改革，通过新的选举法等等，以期能结束近 3个月
来的乱局。协议签字后不久，乌克兰议会投票赞成恢复
2004年宪法。这意味着议会和政府的权力将扩大，总统
权力将被削弱。

但谁都没想到，这不是结尾，而只是个开始。
22 日的变局，被总统亚努科维奇用“政变”来形

容。当天离开基辅到哈尔科夫“视察”的亚努科维奇接
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强调，他是合法民选总统，不会辞
职，不会离开乌克兰去其他地方。

但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棋子的悲剧

乌克兰危机，根源于内，外因助推。
此次政治事件的导火索是2013年11月乌克兰政府拒

签与欧盟的协定，被反对派和西方加以政治解读。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乌克兰在加入欧盟这一问题上

犹豫不决，也与一系列国内因素有关，其中最主要的是
东西部地区的隔阂。”何卫解释，“东南部地区与俄罗斯
关系比较密切，西部地区靠近欧盟，与欧盟亲近。”

从1991年独立起，乌克兰在独联体乃至整个欧洲大
陆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变得十分扎眼。论实力，乌是独联
体内的第二大国；论地理，乌则是俄罗斯柔软的“下腹
部”，并握有俄传统的战略通道——黑海出海口，是俄与
西方之间举足轻重的“缓冲区”。

正是由于特殊的地缘条件，注定乌克兰成为别国密
室交易的对象。西方和俄罗斯都希望自己中意的政治势
力执掌权柄，影响乌克兰的外交走向。

如果说，2005 年尤先科和季莫申科通过“橙色革
命”上台让西方占了上风，亚努科维奇的上位则是俄罗
斯的胜利。如今乌克兰的变局又让西方国家抢了先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认为，外部
因素在此次事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事态扩大之初，
美国就嫌欧盟干预不力，只能喊话。军方在形势不明之
前，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与埃及的情形相似。”

在事变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西方国家进行了沟
通，“想在现有的政府和法律框架内解决乌克兰危机，不希
望事情恶化、失控。”北京师范大学亚欧研究中心主任、政
府管理学院李兴教授解读，“但从事态的发展来看，西方和
乌克兰反对派是不以俄罗斯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停循环的宿命

有评论人士这样说：“颜色革命”是一条不归路。的
确，“‘颜色革命’使乌克兰各派政治力量和乌克兰东西
部地区的裂痕进一步放大。近10年来，乌克兰政治家和
民众并没有成功地缩小这一裂痕。”何卫说。

向东？还是向西？这个老问题不断考验着乌克兰政
治家和老百姓的智慧，不断撕扯着东西部的裂痕。正是
因为这种裂痕，“走一条什么样的外交路线”始终决定着
库奇马、尤先科、亚努科维奇这几位总统的个人政治命
运起伏和乌克兰的国运兴衰。

亚努科维奇曾说过，夹在西方和俄罗斯两个巨人中间
的乌克兰不想将两个发展矢量对立起来，而是将两者结
合。但在俄罗斯和西方两大“巨人”间搞平衡，谈何容易。

“反对派领导人没有足够的威望来出任领导人，只能
抬出季莫申科。”沈丁立分析。“现任总统面临的困境也
是下一任总统面临的问题。”因为两方势力旗鼓相当，议
会势力也会发生变局，“季莫申科的原罪问题如果被反对
派提出，政局还是会动荡。”

这点李兴也认同。“季莫申科如果当选，不仅要维系
国内的平衡，也要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搞平衡。困难很
大。短期来看，乌克兰的问题无解。”

至于乌克兰是否最终会加入欧盟，两位专家有不同的
见解。“乌克兰最终会走向欧盟。只是西方由于实力不济，
没能让他更加坚决。但即使加入了欧盟，乌克兰也不会得
到平等对待，作为穷国，只能遭受歧视。”沈丁立认为。

李兴恰恰认为，乌克兰亲近俄罗斯得到的利益可能更
实在一些，如能源、经济方面的，俄对乌克兰很重视，乌可
在独联体坐第二把交椅。乌克兰加入欧盟则会成为其近
30 个成员国之一，地理上相对偏远，会受到不平等待遇。
长远或许有益，特别是在法治、人权方面。这就有点像是在
现实和理想之间搞抉择，玩平衡，不幸的是乌克兰很容易
走极端。

前总理季莫申科前总理季莫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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