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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前首相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在欧洲的紧要关头
接替拉斯穆森成为下届北约秘书长。这位与俄罗斯关系
良好，又以促成共识见长的政治人物，却呼吁北约必须
保障军费开支。这是否意味着，北约节省防务开支、释
放“和平红利”的好时代即将结束？

俄的朋友还是敌人？

斯托尔滕贝格是挪威工党领袖，以善于促成共识著
称。在领导挪威政府将近10年的时间里，他与俄罗斯保
持了良好关系。

3月28日当天接到任命后，斯托尔滕贝格在新闻发
布会上说，这个有28个成员国的跨大西洋联盟必须保障
军费开支。因为“我们是一个超级大国 （俄罗斯） 的邻
国。这个超级大国不断扩充军事实力，在北方地区和乌
克兰边界沿线不断增加军事活动。”

奇怪的是，斯托尔滕贝格是经济学家出身，青年时
代曾坚决反对北约。

拉斯穆森在推特上却对这位继任者大加赞赏，“我
知道他是把北约的强大和胜利发扬光大的不二人选。”
近几周以来，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
内的北约主要成员国领导人都支持任命这位前首相。

一位外交人士说，斯托尔滕贝格的任命来得比人们
料想的更快，由于他是众望所归，所以“没有遭遇反对
意见”就作出了决定。

他获得任命之际，莫斯科刚刚兼并了克里米亚，欧
洲对俄罗斯在东部边界的扩张行为感到担忧。外界担心
俄罗斯在冷战结束20多年后重新崛起为军事大国。

欧洲该不该改变国防战略

曾经反对北约的人如今当选秘书长，与俄罗斯关系
良好的人如今倡导加强军备实行对抗，这本身充满着悖
论。外媒在评论中强调，北约新掌门首次来自非欧盟国
家。斯托尔滕贝格以善于促成共识著称，为什么会在此
关键时刻却选择重装武力？

据悉，斯托尔滕贝格作为继任人选由美国提议，美
国总统奥巴马还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达成了一致。外媒强
调，随着苏联解体，北约在其防务开支方面提取了“和
平红利”，这种做法目前尚未停止。而且，军费开支的
下降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而加大了幅度。

但这种做法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引发了忧虑。《金
融时报》发表的社评称，欧盟各成员国必须联合遏止在
军事力量上的集体衰落势头。

外媒之所以强调“非欧盟”国家的人出任北约秘书
长，恐怕也是考虑欧盟国家的人在说服各国领导人出资
问题上可能遭遇很大的难题。

美国提名非欧盟人选也有自身考虑。与欧洲相似，
美国国防力量也开始了一场长期下降的过程，来自国内
的声音称，美缩减国防开支将带来国家安全隐患。也有
声音建议，美国应加强与盟国的防务合作以应对这种局
面。自己开支减少，只能希望别人的开支增加。

来自现实的两大挑战

有分析认为，斯托尔滕贝格这个新官职并非美差，
他将面临着两大挑战。

一是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在北约看来，俄罗
斯总统普京对进一步扩大俄罗斯对乌克兰以及其它非北
约成员国的欧洲国家的影响力，继续保持着浓厚的兴
趣。这些国家都曾经是苏联控制的地区。如何处理北约
与俄关系，事关这些地域的走向。

二是能否说服其它北约成员增加军费开支。这是一
个未知数，毕竟这些欧洲国家的经济状况比起美国来说
更加糟糕。

在金融危机之前，北约部分成员国在军费上的投入
就不积极。北约规定成员国每年的军费开支不应低于国
内生产总值的2%。而许多成员国的国防开支投入都未达
标，更何况遭遇金融危机。

至少从目前来看，从2010年以来，英国国防开支按
实际值计算已经削减了8%，下一届政府，无论谁上台，
几乎无一例外都要缩减国防开支，在2015年后更会大力
裁减常备军。

一个是自诩的“自由世界的领袖”，一个是当今
世界为数不多的君主国。美国与沙特，一对貌似不
和谐的盟友，让世界更能看清美国外交的逐利本质。

3月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沙特，与国王阿卜
杜拉相谈甚欢。奥巴马此行被普遍解读为“修补篱
笆”，不过，没有人看好他此行的效果。

美国与沙特，几十年的“好朋友”了。二战结
束后，美沙便走得很近。美国需要沙特的石油，沙
特进口美国的武器，双方一拍即合。不管双方存在
多大差别，“利益”二字把他们仅仅拴在了一起。打
着“民主”的旗号四处招摇的美国似乎从未觉得拥
有沙特这个盟友有何不妥。有的分析甚至指出，在
对外交往中，美国可能“更喜欢专制独裁国家”，因
为在这样的国家，美国只需要“收买”一部分人就
可以把这个国家“搞定”。“盟友”究竟是不是所谓
的“民主国家”对美国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
证美国的国家利益。

所谓“阿拉伯之春”冲击了中东地区的固有秩
序，在新的权力格局形成过程中，沙特对美国越来
越失望。眼睁睁地看着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画下的

“红线”渐渐变“粉”终至变“白”，看着美国与伊
朗的关系缓和，看着美国毫不留恋地抛弃多年的

“盟友”穆巴拉克，沙特明白美国不再是那个敢派兵
数十万把萨达姆的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美国。

此轮中东动荡加强了“什叶派新月带”的势

力，伊朗、叙利亚、伊拉克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这让逊尼派为主的沙特备感威胁，而美国的表
现则让沙特意识到“大哥”或许已经指望不上，自
力更生才是正道。于是，沙特忙着安抚自己的盟友
——约旦、黎巴嫩、巴林，忙着向黎巴嫩政府提供
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遏制伊朗代理人——黎巴嫩
真主党的势力，忙着向叙利亚反对派输送援助、誓
把巴沙尔拉下马，忙着宣布把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
……

不过，或许沙特还抱有一线希望，渴望“大
哥”终能在关键时候“拉兄弟一把”。总之，奥巴马
终于踏上了沙特的土地。但是，这可能最多是个安
抚的姿态。毕竟，双方会谈中涉及到的伊朗问题也
好、叙利亚问题也好，美方的表态实在了无新意，
相信不会有人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会有根本性改变。

沙特应该有心理准备了。曾经把美沙紧密相连
的纽带——石油和武器，如今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吸
引力了。无论是美国本土的页岩石油还是有可能流
入市场的伊朗、伊拉克石油，都让美国对沙特的石
油依赖大大减少。在武器销售方面，根据英国简氏
信息集团的报告，印度 2013年从美国进口了价值 19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超越沙特成为美国武器最热情
的买家。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穿越时
空，这句话依然适用。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4月1日日本消费税税率
正式从 5%提升到 8%。尽管早在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就已经宣布了他的增税计划，但随着税率上调日期到
来，当地餐饮、百货、汽车乃至贵金属市场的营业额都
出现了较大波动。

调税之前“欣欣向荣”

由于担心物价会出现“转嫁式”抬升，日本消费者
在调税日期到来之前抓紧时间囤积购物。这种由止损心
态引发的购物狂潮，被称为“赶脚式需求”。对此，商
家们也乐得“推波助澜”，在向消费者分发的各类广告
中，“增税前最后机会”、“大力支持批量购买”、“增税
迫在眉睫了”等挑逗语句非常吸引眼球，这让日本时下
的消费市场出现了难得的景气。

据《产经新闻》报道，在消费税税率提高前的最后
一个周末，日本东京都市圈的很多超市都出现顾客爆满
的现象，推着购物车大量购买饮料、方便面等商品的身
影随处可见。除了日常生活必需品之外，家电、汽车等
大件物品的销售量也大幅增加，其中白色家电销量比去
年同期猛增三成多。

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日本贵金属市场。据田中贵金
属珠宝行的数据，该行旗下 7家店面的黄金销量同比增
长超过500％，激增的客流使今年3月份成为田中贵金属
成立120年以来最忙月份。

调税之后“忧心忡忡”

消费市场短暂景气的背后，是日本民众对未来经济
状况的忧虑。有分析指出，此前日本消费市场的热浪，
不仅会在增税实施之后戛然而止，还可能在此后导致反
弹式下滑。一项社会调查显示，赞成政府本次增税决定
的人数比例仅为4.5%。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消费税
增加以后，自己只能选择节约度日了。

由于消费者缩减开支，广大商家开始忧心营业额大
幅下降。快餐巨头肯德基和麦当劳近日不约而同地推出
优惠措施，希望努力避免销售量过度下滑。而“天妇罗
盖饭” 连锁店更是在调税前就决定向顾客发放可以在
就餐时减价“生活应援券”，以提升顾客在增税后的光
顾意愿。日本汽车产业联合会则预测，明年日本的汽车

内需恐将减少15%。
消费者和商家的担心不是没有依据的。日本上一次

增加消费税，是在1997年。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为了巩
固财政状况，将消费税率从 3%提升到 5%，持续数月的
通货紧缩随之而来，导致零售业规模至今没有恢复。增
税造成的经济失速，成为次年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大败、
桥本内阁倒台的要因。

时隔17年，惨痛的后果仍然让人们记忆犹新。

进退两难 安倍临大考

3月25日，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日前在东京
表示，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巨额财政预算赤字有损日
本国债信用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数据显示，日本目前债
务占 GDP 比重达 240%以上，规模是其政府财政收入的
20倍，为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最高的。

日本央行官员担心，如果不上调消费税弥补财政亏
空，投资者会认为政府缺乏还债诚意。这将导致市场利
率飙升，给企业和居民的投资消费热情造成致命打击。
然而另一方面，日本公债仅8%为外资持有，大量购买者
为本国居民，增税决定可能会让公债需求难以维持，并
且沉重打击目前刚刚有些起色的日本经济。这使得安倍
的经济政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3 月 28 日，日本政府确定 6 个国家战略特区，以期
向全国扩散经济增长效应。这一政策被视为“安倍经济
学”的第三支也是最后一支箭，其效果却广受怀疑。一
位日本养老金顾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不无
担忧地说，“人们正在和缓而坚定地做最坏的准备，那
就是‘安倍经济学’失败”。

俄罗斯著名歌手维纳斯，凭借
他天籁般的高音，被人们称为“海
豚音王子”。然而，当我们享受他的
高音所带来的听觉震撼时，是否也
会疑惑的问一句，海豚之音，你真
能听懂吗？

近日，据英国 《每日邮报》 报
道，美国佛罗里达州野生海豚项目
发起人、行为生物学家丹尼丝·赫茨
通过对加勒比海的一个海豚群落进
行 25年的跟踪研究，终于借助特制
的水下翻译设备，首次听懂海豚的
哨叫声，这是“鲸类动物听觉和遥
测”首次译出海豚的叫声。研究人
员希望这种设备有助于了解海豚之
间的沟通方式，增进海豚与人的双
向交流。

听懂动物的声音，也许不是一
件新鲜事了。曾有科学家表示手机
大小的动物语言翻译机将在 5 到 10
年内问世，听懂动物的语言将成为
现实。早在 2013年，美国动物行为

学专家科恩·斯罗伯德奇科夫研发了
一种新型人工智能软件，用于记录
草原上土拨鼠的叫声，并且借助人
工智能技术翻译成英语。另外，由
瑞典和芬兰发明家组成的北欧发明
与发现协会曾声称，他们正在研发
一个名叫“不再有汪汪汪”的翻译
器，能够对狗狗的叫声进行分析，
并将其转换成人类语言。

大千世界，奥妙无穷，正所谓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对于广袤的世界而言，值得人类拓
展的空间又何尝有过尽头呢？也
许，在数年前，我们了解动物世界
还只能通过近距离地实地观察，然
后通过人类自身的猜测和判断来探
索发现。但现如今，这些新科学的
发现，为我们更真实和充分地了解
动物世界提供了可能。

当然，在感慨科学的先进，期
待与动物无障碍相处的同时，我们
也有一种疑惑。通过人类翻译的动

物语言真的会千真万确嘛？我们知
道人类的语言是随着自身进化和社
会变迁而逐步形成并日趋完善的。
它离不开人类自身智力的支持。语
言的逻辑性、抽象性、概括性、变
化性不是动物的智力所能及的。而
且，动物自身的“语言”表达方式
是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进化程度紧
密相连的。

也许，通过人类翻译的“语
言”可以表达出动物的某些“诉
求”，但是跨越人类与动物之间沟通
的鸿沟，实现交流的准确无误，真
实地翻译出符合动物实际想法的语
言，或许还需要多个学科的配合与
努力。

科学的探索永无止境，当人类
铭记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的箴言，去探索动物语
言的奥秘时，新的发现定会层出不
穷。到那时，听清海底两万里的回
音，已不再是个难以企及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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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难与税率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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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众反对提升消费税
图片来源：东方IC

3 月 30 日在土耳
其首都安卡拉，土
耳其执政党正义与
发展党 （正发党）
主席、总理埃尔多
安在首都安卡拉正
发党总部宣布，该
党在30日举行的全
国性地方选举中获
胜。

新华社发
穆斯塔法·卡亚摄

土耳其总理宣布执政党在全国性地方选举中获胜土耳其总理宣布执政党在全国性地方选举中获胜

海豚之音海豚之音，，你听你听得懂吗得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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