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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便宜还卖乖

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发动的“护刃行动”已近一
个月，持续的冲突已经导致上万人伤亡。这场平民
死亡率高达 70%甚至 80%的冲突爆发以来，美以关
系似乎被放到了战火中进行炙烤。

作为铁杆盟友，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坚定而
清晰。冲突爆发以来，奥巴马政府反复强调：以色
列有维护领土主权和自己公民的权利。7 月 23 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时，美国不
惜犯众怒也要高调力挺以色列。

而且，据路透社报道，五角大楼称，以色列军
方于7月20日提出补充其弹药库的要求，称其供应
不足。美国国防部在3天后就批准了此次军售。此
外，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 8月 4日宣布，美国
总统奥巴马签署法令，将拨款2.25亿美元资助以色
列“铁穹”防空系统。

有意思的是，美国对以色列的百般维护却似乎
并未换来感恩戴德。相反，以色列的不满不断流
露。

“护刃行动”进入第 15 天时，“由于以色列和
加沙武装冲突可能造成的潜在危险”，美国联邦航
空局颁布“禁飞令”。以色列方面表示不满，称这
是对恐怖行为的“奖励”。

美国国务卿克里为了救火马不停蹄，但是他 7
月底提出的一项停火协议却遭到了以色列内阁的一
致否决和以色列媒体的各种攻击。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成了以色列发泄怒火的对
象。7月31日的72小时人道主义停火提议生效仅2
个小时后，加沙地加沙带就再次陷入战火。以色列
方面认为，哈马斯已被美国国务院列为恐怖组织，

但美国却将其当作“朋友”，这令以方感到不满。
据外媒报道，内塔尼亚胡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丹·
夏皮罗通电话时措辞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满腔怒火，
甚至建议奥巴马政府“不要再试图猜测”他的想
法，同时强调华盛顿方面应当相信他在如何应对哈
马斯一事上的判断。

怨气积累集中爆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内塔尼亚胡的发飙可以
说是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对美国“老大”不满的
集中爆发。

众多分析均指出，自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以
来，中东陷入动荡，美国的表现一直让包括以色列
在内的盟友们惴惴不安。美国在中东开始采用“轻
脚印”战略，不愿在该地区投入过多精力。更让美
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不安的是美国与伊朗的核谈判似
乎进展颇为顺利。在奥巴马政府“转向亚太”的战
略背景下，“小伙伴们”人人自危，颇有被“老
大”遗弃的感觉。

而且，有专家指出，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在
减弱。美国要求巴沙尔·阿萨德下台的狠话早已放
出，可惜却迟迟无法兑现；克里倾注无数心血推动
巴以和谈，结果却是加沙战火再燃；在伊拉克训练
的士兵，面对来犯的武装力量却望风而逃……这一
切，都让人隐约感觉到，挑战美国似乎也无需付出
多高代价。于是，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指望着在一
片混战中分得较大的那块奶酪。

于是，“小伙伴”发飙了。克里在近两周的时
间里展开密集斡旋，可惜以色列不太情愿买这个面
子。内塔尼亚胡在本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坚定地表
示：“我们将依照我们自己的判断，继续这场军事

行动，直到完成我们的任务。”

亲密盟友未来何在

以色列有抱怨，美国也不是没有不满。“麦克
门”中，克里的无奈和恼火已经暴露无遗。而在此
轮冲突中，以色列对克里的各种抨击也让美以关系
不断“受伤”。这一对亲密盟友还有未来吗？

且不提在美国实力强大的以色列游说团体，美
国的民意就让美以这对盟友有了继续亲密的理由。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8月3日报道，NBC、《华尔街
日报》和马里斯特学院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
示，就目前的巴以冲突问题来看，以色列比巴勒斯
坦更深得美国民众同情。据报道，调查的成年人
中，43%称更同情以色列，14%称更同情巴勒斯
坦。当被调查者被要求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做出
选择时，54%的人更同情以色列，只有7%的人更同
情哈马斯。

或许正如克里说过的，目前巴以局势的斡旋还
离不开美国。当地时间 8 月 5 日 8 时，由埃及方面
提出的加沙地带 72 小时停火倡议开始生效。据以
色列电台报道，以军地面部队当天撤至加沙边境与
以色列接壤一带。

以军方声称，已经完成在加沙的主要目标，即
摧毁连接巴勒斯坦及以色列的所有哈马斯秘密地
道。不管这是否才是以色列撤军的主要原因，世人
毕竟看到了希望。或许正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
家伊格内修斯所说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以色列
与阿拉伯世界的军事冲突之后，会迎来外交斡旋的
机会。这一次，美国依然站在最显眼的地方。只
是，时移世易，亲密盟友间的那条裂缝或许再难以
填平了。

72小时停火、以军从加沙全面撤退、联合国

全体大会……流血的加沙得以喘息片刻。自以色

列发动“护刃行动”以来，在中东这片土地上就

开始上演各种势力之间的博弈。这其中，世界

“老大”美国与其在中东的“楔子”以色列之间

的“对手戏”颇令人寻味。

★观察★观察 ““怀疑之墙怀疑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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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岩

★评论

首届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于 8 月 4 日至 6 日在华盛
顿举行，共有 50 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及代表出席此次峰
会。此次会议的重点是探讨美国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

不进则退 对非贸易成短板

“目前，非洲老百姓生活中使用的产品大多数都是新
兴国家制造的。美国生产的产品因为过于高端，在非洲很
难有市场。”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方说，“有
一位坦桑尼亚驻美国大使曾经说过，‘坦桑尼亚这两年发
现了天然气和稀有矿产，德国、中国等早早地就来了，而
只有美国人好像根本就看不到我们这里的商机’。”

的确，近 10 年来，美国与非洲双边贸易额已经被其
他国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据统计，2013年美国与非洲的
双边贸易额仅为600多亿美元。同年，欧盟与非洲的贸易
额高达 4200 多亿美元；中国与非洲双边贸易额则突破了
2000亿美元大关；印度、韩国、土耳其和巴西等国也都不
甘落后，对非双边贸易额实现了大幅增长。

2012年，非洲只吸引了美国 1%的外国直接投资。据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进口额为 393 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
1.7%；出口额仅为240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5%。

在非洲经济快速发展、各国加速进入非洲的大背景
下，美国在非洲的存在感被弱化了。分析称，在过去 20
年中，对非外交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当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不甘落后 美国想搭顺风车

非洲正在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7月24日的报告中指出，撒

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今明两年有望实现 5.4%和 5.8%的经
济增长。非洲联盟和非洲经济委员会的研究也显示，截至
2050年，非洲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有望增长6倍，迈入
中产阶级的人数也会高达 14 亿。可以说，非洲已经进入
了一个发展战略关键期，几乎所有国家都希望搭上这列

“顺风车”。美国在这场分享非洲发展红利的竞争中已经处
于劣势，难怪美国开始急了。

“目前，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与非洲建立了国家级
别的交流平台。例如，日本从1995年开始每5年召开一次
东京国际会议。欧盟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就建立欧非首脑
论坛。中国在去年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而美国还没有类
似机制。”刘海方说，“在非洲，人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整
个世界秩序的变化，即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美国看到了新
兴国家在非洲的模式是可行的，所以领导人、企业家都在
着急，想要跟非洲人一起讨论美国到底能做些什么。”

同时，有媒体指出，平衡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也是美
国重返非洲的意图之一。“过去，美国虽然不太重视非
洲，但它从未离开非洲。本次美非峰会旨在升级双边关
系。美国希望将美式价值观作为对非合作的支点，以同中
国互利共赢的非洲外交做出区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
究院副院长沈丁立解释道。

重返非洲 探索新路非易事

不过，分析普遍认为，美国想要恢复对非洲的影响力
没那么容易，传统的价值观外交路线或会成为其重返非洲
的绊脚石。

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 《华盛顿共识》 中，美国提到了
对非洲援助的条件：实行多党选举制和完全市场化。可以
说，这两项条件正是美国希望在非洲推行西方模式的表
现。在美国人看来，只有实现了所谓的“民主”，才符合
美国进行援助的标准。

“美国已经开始意识到，现在推行‘胡萝卜加大棒’
的外交方式已经有局限了。别人都是拿着资金、基础设施
等来到非洲，非洲的领导人自然很欢迎的。看到这么多不
同的模式之后，非洲很容易就能做出选择。美国是自己遇
到了压力才设计了这么一个峰会，很明显是在模仿别
人。”刘海方说，“但也要看到，美国正在探索和非洲相处
的新模式。例如，这次峰会上美国对反恐问题闭口不谈，
选择的议题中性柔和，这就是美国对非政策调整的一个侧
面。”

美非峰会：

美国在非洲狠刷“存在感”
尚雨晴

美非峰会官方宣传画美非峰会官方宣传画 来源来源：：中评网中评网

哈哈，又忘带钥匙了吧。这时候
要么在原地等另一把钥匙来救急，
要么只能求助开锁公司了。要是没
有钥匙也能开门，那该有多好。

利用手机的无线功能，日本开
发出“智能钥匙”，只要轻握一下
门把便可解锁。这种“钥匙”需要
先在门内侧把手部分安装一个专用
机器，然后打开自己手机上安装的
专门应用，在该手机接近机器约 1
米时，通过手握门把，门锁就能自
动解开。

有亲戚朋友来了，恰好自己不
在家，让客人吃“闭门羹”的经历
不少人有过吧。别担心，美国专家
开发出一款名为“ShareKey”的门
锁，只要手机内置 NFC，在门上
安装感应器，设置了应用程序之后
就可以用手机来开门。给亲戚朋友

的手机安装上该应用，获得授权以
后他们便可轻松进出。

无线网络可不是随时随地都有
的，手机连不上无线网，难道就开
不成门了？ August Smart Lock 就
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难题。与利用无
线技术的智能门锁系统不同，这款
智能门锁通过蓝牙技术就能实现识
别并开锁。

此外，没有智能手机的小孩或
老人也不用发愁，他们未来可以通
过其他蓝牙设备，比如运动手环、
个人追踪器或者智能狗链之类的设
备，轻松开门。

进出自家门不需要带钥匙，即
便外出住宿也不必惦记磁卡钥匙
了。希尔顿酒店正在推广安装一种
电子锁，让您用自己的手机来开
门。与近场通信技术或蓝牙功能不

同，这种电子锁通过向用户的智能
手机发送密码来实现解锁。

手机能开的除了房门，还有车
门。在不远的将来，汽车钥匙也将
被智能手机代替。韩国现代汽车公
司正在研发一种新技术，司机在智
能手机上轻轻滑一下就能打开车
锁，只要将手机放在车内控制台的
位置就能发动汽车。

如果说智能手机开锁算不上新
鲜事，用眼镜和手表开锁你听说过
吗？奔驰公司就在可穿戴物品上大
做文章，与谷歌智能眼镜以及Peb-
ble智能手表合作，计划推出手表车
钥匙和眼镜车钥匙。

智能技术的应用和进步帮大家
解决了很多的麻烦事儿，让生活更
加便捷，相信在未来智能技术会带
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没有钥匙，你能打开门吗？
张 晶

88月月55日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阿富汗士兵守卫在阿富汗士兵守卫在
发生袭击事件的军事学院门口发生袭击事件的军事学院门口。。阿富汗安全部队阿富汗安全部队 55 日日
说说，，首都喀布尔当天发生一起阿富汗士兵袭击外国军人首都喀布尔当天发生一起阿富汗士兵袭击外国军人
事件事件，，至少至少44名外国军人死亡名外国军人死亡。。马苏德马苏德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金融时报》最近发了一篇很有意思的社评：《西方应维
护本身的制度诚信》。但凡经过世事的人都会清楚，大力倡导
的内容往往对应着社会的缺失。缺什么，吆喝什么。

社评对玻利维亚国会大楼上时钟的逆时而动表示诧异，
但也坦承，这是有意为之，玻利维亚外长的一席话表达了对
西方主导世界事务的抗议。“谁说时钟指针始终得朝一个方
向转动？我们为何应当始终遵守这个规则？”金砖国家银行
的建立，反映出新兴经济体对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的怨气。印度、古巴、玻利维亚拒绝签署《贸易便利化
协议》，在某种程度上反抗的是西方在制定规则时没有照顾
到他们的利益。

细心的读者都会有印象，该报一年前推出过一系列反思
资本主义的文章，而在当时，曾经被诩为“历史的终结”的资
本主义制度正在经历着来自各方的怀疑，金融危机下西方世
界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受到剧烈冲击。

以西方人的智商不可能不明白，全球政治权力再分配的
帷幕已经拉开。不过标榜客观的《金融时报》好像一屁股坐在
了利益攸关方一边，给西方世界保留了一丝希望——似乎只
要西方保护好公平交易，健全机构和法治的名声，就能保持
住自己的权力，使时钟的指针按传统方向转下去。

不过全球经济实力的变迁意味着，政治权力的改变既符
合逻辑且不可避免。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推行，国际组织
的失灵以及对国际原则的践踏，规则的制定者在不断地推翻
着自己建立的原则，这时候讲制度诚信，哪够资格？

自由贸易的推行在资本主义早期备受西方世界的推崇，
但WTO（世界贸易组织）最近所遭遇的困局折射出西方在这
个原则上的始乱终弃。贸易保护主义被美欧等国运用到登峰
造极，全球化的鼓吹与唱衰都带有保护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
的。

许多打着联合国旗号的不法行为被打扮成国际公义。
在联合国成立之初，这种做法肆无忌惮，在多极化趋势下
虽有所收敛，但在近年的利比亚危机、叙利亚危机中仍有
明显痕迹。在最近的巴以冲突中，美国就带头拒绝联合国
安理会达成的决议。

金砖国家银行的成立并不意外，因为欧洲人和美国人轮
流执掌 IMF和世界银行，大大削减其公信力，且两个组织有
时还充当西方世界打压异己的工具。

那篇社评的结论是，西方的持久优势并不仅仅取决于经
济实力，还取决于一种名声：实力强大、立场独立，有能力自
主行事、不受政府节制。但众所周知，经济实力已渐渐不是西
方的优势，而那名声也日益被自以为是的西方政客所玷污。
制度诚信，早已化为一滩气味难闻的烂泥。

此时倡导维护，岂不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