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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在马达加斯加西部
齐鲁阿努曼迪迪的一个村庄，一
名儿童用芦苇驱赶蝗虫，保护粮
食作物。为应对马达加斯加日益
严重的蝗灾，世界粮农组织正在
这个印度洋岛国发起一场大规模
灭蝗行动。根据该组织3月份的报
告，大约有 26.6%的受灾区域已经
得到有效治理。

米卡摄 （新华社发）

5月 13日，在尼日利亚拉各斯
州，游行的妇女高喊口号。尼日利
亚拉各斯数百名妇女 13 日走上街
头，抗议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绑
架 200 余名女学生。她们身穿红色
服装，向位于拉各斯州首府伊科贾
的州政府行进。

新华社记者 张唯一摄

周末在家看电视，湖南卫视的
“快乐家族”与吴克群、张韶涵等
知名艺人玩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游
戏。几个人站成一排，何炅开场：

“娜娜喜欢喝茶。”谢娜赶紧否认：
“娜娜不喜欢喝茶。”何炅反问：
“那么谁喜欢喝茶？”谢娜随后把矛
头引向吴克群，中招的吴也重复谢
娜的否认，把矛头引向其他人。游
戏周而复始，重复着判定与疑问。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起到了与
这游戏相同的效果，该行的国际比
较计划像何炅一样开场：就经济规
模而言，中国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就
成为第一大全球经济体。中国虽然
没有公开回应，但态度已经表明：
中国不是全球第一。

那么谁是第一？问都不用问。
如果中国真成了第一，现实的感受
与理论的结果不会有那么大的差
距。

“中国经济第一？”“登上世界
之巅的中国？”“中国经济到 12 月
31日会成为世界第一吗？”题目中
的“？”号清楚地表达了西方媒体
的诧异。总有好事者时刻不忘挑
拨，“中国不愿接受世界最大经济
体的头衔”，还把中国比作蜷进角落
里、不让人注意的“熊猫”，因为这样
可以不用负起相应的国际责任。

如果是中国发问，问题应该换
成这样：“谁把中国打造成全球第
一？”但话语权显然牢牢掌控在西
方手里。

早在 2011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
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赶超美国
的 时 间 点 被 多 次 人 为 前 移 ， 从
2027 年到 2019 年或 2016 年，这次
直接明确，就到今年年底。

如果稍加观察，这个结果使用
的 技 术 手 段 也 抛 弃 了 以 往 的
GDP，似乎世界银行也吸取了不
能过度“唯GDP论英雄”的经验，而
是以购买力评价为依据。论证过程
很简单，2011年，如果按市场汇率，
中国的人均 GDP 仅相当于美国的
11%，但中国的商品服务和价格很
低，按购买力计算，这一比例将上升
为 20%，一下上升 9 个点，对应中
国，就一下走到了前列。

业内早已承认这种评价方式受
很多局限。如果拿汉堡相比，人民
币的购买力可能会高于美元，但如
果拿房价做比，估计这项报告的结
果就得改写。更何况，这项评价方
式并不是每年提供，至少在长期方
面有一个恒定性的标准，上次数据
的更新是9年前。拿着一项并不经
常使用的标准来得出一个结论，稍
有点头脑的人都不觉其可信。

从生活标准和创新能力两个标
准衡量，中国在两个重要经济维度
仍落后于美国、欧盟和日本。有的
专家甚至直言，中国是既富裕又贫
穷的国家，在赶超英美等国方面，
还有很大的差距。

把中国推上“全球第一”的位
子可能会用于以下目的：根据世界
银行的分类，中国是一个“中等偏
上收入”的国家，将领导世界缓和
气候变化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地
区性危机中，中国应该更加努力；在
多哈回合谈判中，也应该发挥主导
作用……总之，一切责任都要对应
其相应的实力。用一种虚假的数据
可以给一个国家带来更大的压力。

世行为何

叫中国

老大
杨子岩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
公投的组织者 12 日先后宣布，根据 11 日的公投结果，决定在
当地建立主权国家。自克里米亚风云突变以来，乌克兰局势一
直牵动世人心。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此间的表现也成为大家热议
的焦点。

进 ：举起“反纳粹”大旗

就在乌克兰东部两州举行公投之前，世界迎来反法西斯战
争欧洲战场胜利69周年。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上，普京
盛赞二战老兵，强调了“摧毁纳粹主义”的历史功绩。“胜利
日”当天，普京还前往不久前并入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参加在
塞瓦斯托波尔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9周年和塞瓦斯托波尔
从德国法西斯手中解放70周年纪念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胜利日”可以说为普京及时提供了一个
展示俄罗斯“反纳粹”姿态的绝佳场合。自乌克兰动荡以来，

“纳粹”一词就频繁出现在欧美媒体上，俨然成为俄罗斯与欧
美之间舆论战的“热词”。

早在3月，美国下任总统热门人选希拉里·克林顿就曾将俄
军比作上世纪 30 年代的纳粹军队，甚至暗指普京为“希特
勒”。俄罗斯也不示弱。5月初，俄罗斯政府公布了80页报告，
称受西方国家支持的“极端民族主义过激分子和新纳粹武力”
今年2月在基辅发动政变。当地时间5月5日，普京签署一项法
律，该法律规定否认纳粹罪行、扭曲苏联在二战中扮演的角
色，属刑事犯罪，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5月8日，普京在与周
边伙伴国家领导人会见时警告说，纳粹意识形态再度在欧洲抬
头。

正如《纽约时报》文章所指出的，许多学者和评论家都认
为，普京对于反纳粹主义的执著源于他要恢复俄罗斯全球大国
地位的决心。

退 ：撤军表柔和态度

普京是媒体的“宠儿”，这一点应该没人会否认。打冰
球、猎虎、骑马……普京似乎总有办法吸引媒体的注意。在乌
克兰问题上，他能够用慷慨激昂的演讲冲击民众的民族
自尊，也能够在局势升温之际，用柔和表态让人
感觉到俄罗斯在此番较量中的主动地位。

自 3 月以来，西方国家和乌克
兰就指认，俄罗斯在靠近乌
克兰的边境地区屯兵
4 万 ， 一 直 担
心 俄 罗

斯可能出兵乌克兰。然而，5月 7日，普京宣布俄方已经从靠
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区撤回军队，同时表态，希望乌克兰亲俄派
推迟就东部部分地区地位举行公投，并承认乌克兰定于5月25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

分析普遍认为，普京态度由强硬转为柔和，主要原因在于
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利益诉求已经达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当然也
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脱不开干系，毕竟，西方的制裁近期已经
带来了外资大规模撤离、卢布贬值以及股市下跌等负面影响。

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普京的强硬姿态带来了其在国内支持
率的飙升。专家指出，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普京展现出

“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一面，用一个柔和的转身再次赢得媒体
的关注。

谋 ：拿捏分寸求最大利益

在乌克兰问题上，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究竟想要什么？
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如期举行公投，并随后宣布成立

主权国家。欧美国家称两州公投“不合法”。俄罗斯则表示，
“尊重”两州人民表达的意志。此外，根据 《华盛顿邮报》 等
媒体报道，两州还将于一周后再次公投，决定是否加入俄罗
斯。

俄罗斯似乎看到了两个“烫手山芋”。有分析认为，两州
决定“忽视”普京“推迟”公投的希望说明局势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超出了俄罗斯的控制范围，局势可能开始向着失控的方向
发展。当然，更多的分析相信，普京的表态留有余地，进可攻
退可守，分寸拿捏全看局势变化。

俄罗斯想要什么？《纽约时报》 5 月 12 日的社论指出，
普京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他的真正目标并非吞并
更多的乌克兰领土，他所希望的是把乌克兰
改造为一个拥有中立的弱政府的松散
联邦，而且，该政府要永久地
依赖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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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红

◆聚焦乌克兰局势

5月5日，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附近，
乌克兰士兵在一处检查站警戒。乌克兰内政部称，5
月 5 日，乌克兰士兵与亲俄武装发生交火，造成 4 名
士兵死亡，30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图为 5 月 2 日，在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工
会大楼附近的一个临时帐篷被烧毁。乌克兰
南部黑海沿岸城市敖德萨 2 日发生亲
政府与反政府两派民众冲突，
导致43人死亡。

新华社发

近
日，德国央行行

长、欧洲央行理事会成
员魏德曼称欧洲央行可以考

虑购买欧元区政府债券和优质私人
企业资产，以支持欧元区经济复苏。而此

前，魏德曼是实行量化宽松政策（QE）的主要反对
者之一。欧洲央行在量化宽松问题上的立场发生明显转

变。

转变源于信心倍增

量化宽松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
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

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以鼓励开支和借贷。
德国宪法法院曾质疑过欧洲央行直接货币交易 （OMT） 计划的

合法性。早在2012年，魏德曼就是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中唯一反对
OMT的。但如今魏德曼对较为极端的货币政策QE转为支持。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指出，德国央行
行长一反常态，对欧洲央行实行量化宽松持开放态度

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一是基于欧洲经济
复苏情况较好，德国对于欧洲经济发展

更加有信心；二是与欧元区各国间
协调加强。

何茂春分析，欧洲
央行转变对 QE

态 度 ，对
内

是 因
为 看 清 目 前

欧洲经济复苏的良
好态势，对外是考虑到要

整合力量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抗
衡。

此前美国为了自身经济复苏，多次扩大货
币供应量，抽走别国经济复苏的红利。如今，欧洲逐

渐想要放开 QE，可能也是自保成果。欧元适当贬值将刺激
进出口贸易，增强欧洲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行灵活的货币和金融
政策将有利于欧洲经济发展。

时机适宜，箭在弦上。

实施困于内部协调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曾表示欧洲央行将在必要时为欧洲经济保
驾护航。他说：“管理委员会一致承诺在其职权范围内也使用非传统的
工具，以有效对付低通胀持续过久的风险。”非传统工具即包括购买政
府债券。

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欧洲央行给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
信号，表明它准备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以防止欧元区陷入通缩或者持续
低通胀。

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初，尽管包括美联储和英国央行在内的其
他主要央行就出台了QE，但欧洲央行一直不愿效仿。欧洲央行则是选
择降息和向银行提供无限流动性来抵御“风暴”。

何茂春表示，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与美国的不一样，会
更为保守、偏向缓和。

欧洲央行实行QE之路并非坦途。由于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较大，利益分配问题需要商榷。欧元区国家之间的协调磋商将给
量化宽松政策的推行带来不少阻力。

未来寄于提振经济

欧洲央行若实行量化宽松，是对美国一种“反击”。实行 QE 将会
引起汇率、税收、利率的一系列调整。欧洲央行进一步放开政策会使得
欧元兑美元小幅走低，同时欧洲股市和债券的表现也会优于美国。

德拉吉表示，倘若低通胀在长期仍无改善，欧洲央行就会购买
债券。欧洲央行出台QE的门槛无疑是有所降低。

其实欧洲低通胀由来已久，是在能接受的范围内。放眼全球，低通
胀困扰着许多国家，并不是燃眉之急。

量化宽松政策虽有“魔力”，却并非“灵丹妙药”。何茂春分
析，欧洲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提振经济，促进就业，提升核心

竞争力。
德国在欧洲各国中实力最强、影响力大，颇具

威信。它是欧洲金融投资的“排头兵”。近年
来，欧元区与德国默契度增加，发展相

辅相成。对于QE问题，法国、荷
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尚

未形成统一观点，
均在观望。

欧洲会用QE对付美“抽血”吗？
辛 义 陶一萍

欧洲会用欧洲会用QEQE对付美对付美““抽血抽血””吗吗？？
辛 义 陶一萍

说 到 时
装秀，你会联想到
啥？T 台、模特、猫步还是
流行和时尚……如果你的联想仅
仅停留在这些元素，那还真得说你有点

“out”了。如今的时装秀，为了抓人眼球，各种
鬼马创意层出不穷，绝对可以挑战你的想象力。

别具一格的时装秀并不鲜见，可是你看到过模特穿着
华丽服装在高楼外墙上吊着钢丝走台步的吗？据日本《朝日新闻》
报道，日本东京银座近日上演了“飞檐走壁”式时装秀。模特身着高级品
牌服装，吊着威亚，在42米高的“墙壁T台”为观众献上了华丽的表演。

而在T台创意上下工夫的，可不仅仅只有日本。在黎巴嫩，人们曾将时装秀设
在滑雪胜地，模特们身着清凉的服装在雪山脚下走秀，展示新产品；在韩国，首尔
乐天百货商店上演过一场别出心裁的水底时装秀，活动中水槽作T台，水上芭蕾选
手担任模特，身着绚丽韩服的他们，在水中演艺独特风情；在德国，将地铁作为猫
步秀的场地，早已成为柏林时尚周的保留节目，模特们身着各类品牌的服装在市郊
往返列车中一展身姿。

创新也不仅仅体现在T台的设计上，在衣料材质上，设计师也可谓独具匠心。
在法国巴黎，设计师借助巧克力设计服装，表现独特灵感；在美国丹佛，一年一度
的纸制时装秀总会吸引颇具名气的设计师参加，一套套精美的服装通过硬纸、软
纸、彩色纸制作出来，足以让你大跌眼镜。

除了在 T 台和衣料上的创意之外，模特的扮相当然也是时装秀是否吸引的关
键。诈尸秀无疑是“潮牌”桑姆-布郎尼的创造，模特们扮作吸血鬼僵尸，四肢和
头裹着白色纸巾，在秀场上表现破棺而出后的“起死回生”，并借助吸血鬼装扮中

茧
状廓形和
格 纹 等 表 现 品
牌的设计元素。“光头
胡子女”、“无脸人”、“怪异
帽子男”、“骷髅脸”等都成为时装
秀中的经典之作。

一场高水准的时装秀，显然不能仅靠好衣
服，“好衣架”和好场子也必不可少，而新鲜的创
意 和 噱 头 更 是 点 睛 之 笔 。“ 不 疯 魔 不 成 活 ”，“ 天 马 行
空”的时装秀在设计师的手中被变换出各种花样，给人们带
来不一样的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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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行长
德拉吉 （资料图）

欧洲央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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