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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又是一年。
这一年，人类的安全感不断遭遇冲

击。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提醒人类正视自身的
渺小与脆弱；马航失联，令人揪心，也令人感受到面

对苍茫海天时的迷茫与无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
并以其残忍的行径震惊世界，而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独狼”袭

击更是令人人自危。
这个世界渴望安全。

更糟糕的是，这一年，世界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后危机时代，大
多数国家的经济依然低迷，前进的步伐依然沉重蹒跚。而且，全球最
富有的34个国家的国民贫富差距达到30年来最高水平。经合组织警告
称，日益恶化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将会严重损害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不怕，希望在人间。
旧的秩序出问题了，就冲破桎梏、构建一个新秩序。在“破”

与“立”之间，各方势力各显神通。于是，这一年，各方博弈。
从个例看，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苏格兰公投还是美国种族骚

乱，相关各方无不为了更好的未来而机关算尽。从全球
看，无论是国际能源格局、国际金融体系还是国际地

缘政治，变化都已经开始发生。
回眸2014年，哪些国际新闻中的关键词
让人印象深刻？本报为您梳理。

关键词一：埃博拉

2014年，一种30多年前就被发现的病毒再次牵动起整个世界的神经。
3月，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出现，并迅速蔓延至多国，甚至引发自1976年首次发现

该病毒以来规模最大、最严重、最复杂的一次疫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2月22日发布
的数据，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1.9万例感染者，7000多人死亡。数据还在上升中。

虽然埃博拉疫情集中于非洲西部，然而在“传染病全球化”的时代，即使是医
疗水平发达的欧美国家依然无法避免零星病
例的出现。如今，埃博拉已成为全球性风
险，在造成全球恐慌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

“后遗症”。根据联合国报告，疫情使西非疫
区粮食安全再亮红灯，也成为损害2014年全
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2014年即将过去，埃博拉疫情虽有所缓
和，却仍未结束。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所说：“现在是我们加倍努力的时候，因为
一个病例可以引发一场瘟疫。”

关键词四：马航

3月8日凌晨2时40分，一架从吉隆坡起飞、载有239人的马航客机与管制中
心失联。事发第一时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多个国家的搜救力量，以前所未有的
规模和速度，赶赴客机最有可能的失联地点，一张海空搜寻大网迅速铺开。但近
两个月的行动毫无收获，被迫中断。马亚西亚方面的含糊其辞，失联方位的多次
变换，最终让MH370的搜寻成为一项耗时耗力的无用功。

时隔 4 个月后，在 MH370 仍然杳无音讯的情况下，马航再度遭遇黑天鹅，
MH17航班途经乌克兰东部地区遭袭，机上298人全部罹难，调查结果尚无定论。
就在MH17被击落的前一天，美欧就制裁俄的新政策刚刚出台。西方把客机的坠
毁归结于俄罗斯武装的介入，而俄罗斯方面则把这种指责称之为栽赃。在角力之
下，西方对俄罗斯熊的捆绑日益加力，正如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所说，西方希望
把熊捆住，然后去掉其爪牙。而这一切，马航成为一
个借口。

大国的争辩不应冲谈人们对事件后果的反思，对
人的生命的敬畏应该受到重视。无论谜底何时揭晓，
真相能否打开，人类都应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将人的生命放在首位。

关键词二：“伊斯兰国”

过去一年中，恐怖主义的阴影依然在世界各地徘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
于“伊斯兰国”的崛起。这一逊尼派伊斯兰极端组织主要由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
残部组成。6月29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宣布成立“伊斯兰哈
里发国”，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为国家的领导人，即“哈里发”，该组织更
名为“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一路攻城略地，并在网上再三公布斩首人质的血腥视频，震惊世
界。“伊斯兰国”目前控制着叙利亚和伊拉克约1/3的地区，包括大片产油区，并
截获了大量资产，包括许多美军遗留的武器。

“伊斯兰国”崛起于混乱的中东，尤其得益于美国结束伊拉克战争后留下的权
力真空。也有分析指出，为了对抗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包括美国在内的
西方势力对这一势力有意无意地进行了纵容，导致了这一势力的不断壮大。

一年来，不仅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利比亚和埃及等地的极端组织宣誓效忠“伊
斯兰国”，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人也开始涉入各类“圣战”团体。据联合国统计，截至
今年10月末，全球共有80个国家的约1.5万人加入“伊斯兰国”。

关键词三：油价连跌

2014 年，国际原油价格上演了下跌大戏。自今年 6月国际油价触及
每桶115美元的高点以来，至12月，国际油价已经跌至60美元左右。

此轮油价一路下滑与全球经济低迷和美元走强之间关系密切，但根
本原因还在于供大于求。一方面，全球经济未能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
真正复苏，导致后危机时代全球需求疲软。另一方面，2009年以来井喷式的页岩油气革命是当前石油市场供过
于求的重要因素之一。11月27日，占全球石油总产量1/3的欧佩克决定不减产，就是在“保价格”与“保市场

份额”之间选择了后者。欧佩克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美国能源信
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国际油价开始下跌以来，美国石油产出增
长了7.5%。因此，有人将此轮油价下跌比作传统石油土豪与页岩油
新贵之间的较量，其结果极有可能改变目前的全球能源格局。

当然，阴谋论者们认为，此轮油价下跌的幕后操盘手是美国，
其目的至少有两个：一个是通过打压原油价格打垮俄罗斯经济。的
确，在低油价与西方制裁的影响下，俄罗斯央行预测明年经济零增
长——除非制裁解除。另一个则针对“伊斯兰国”，其资金主要来源
之一便是占领区的石油买卖。

好消息是，油价下跌不仅会明显降低企业能源原材料生产成
本，而且会大幅减少消费者能源开支，这对于低迷的世界经济而言
是一个利好。

关键词五：金融体系

国际金融体系是带有偏见的，至少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个体系中无法得到应有的地位。金砖国家
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说，推动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向前迈出了坚
实一步，这也意味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入了破冰期。

卢布暴跌令有关1997－1998年金融危机重来的警报声不绝于耳。联系去年6月至8月新兴市场
股市、汇市的暴跌，人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了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
的代表权和话语权远小于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规则制定过程往往忽视新兴
市场国家的诉求；过度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经常对新兴市场造成冲击，导致其汇率与金融危机；新

兴市场国家虽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但其本身所面临的巨大的基础设施的
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发展中国家中，大量资金仍然投向高污染、高能
耗的项目，而绿色项目难以得到充分的融资机会，这对可持续增长构成了
威胁。

7月 15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五国领导人正式签订协
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设立1000亿美元应急储备基金。同年10月24
日，在北京 APEC 会议期间，亚投行的成立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一年之
内，由中国牵头成立的两个国际金融机构，打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垄断国际金融的格局。目前，两个金融机构正在成立阶段，相关的
细节正在磋商。如果达成一致，让合作开发机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向
更多发展中国家开放，最终会成为一种撬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新兴力量。

关键词六：乌克兰

用一个字来形容乌克兰危机，最恰当的莫过于“乱”。2013年年底，因时
任总统亚努科维奇宣布中止同欧盟签署政治和自由贸易协议，引发乌国内

“亲欧”民众走上街头游行反对。2014年年初，街头抗议发展为骚乱并一发不
可收拾。2 月 22 日，亚努科维奇被逼“跑路”。抗议者还没来得及欢呼“胜
利”，克里米亚就宣布脱乌独立，随后，乌克兰东部两州又宣布“独立建
国”。乌政府将其定义为恐怖武装，并发兵“反恐”。政府军与东部民间武装
之间冲突不断，虽然9月相关各方在明斯克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事实上协议并
未能得到切实履行。

考虑到地缘政治的因素，乌克兰危机背后折射的是大国之间的政治博
弈。随着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并影响外溢，美欧和俄罗斯之间的“斗法”也
在日益升级。从美欧联合抵制索契八国峰会，到对俄金融、能源、军工等领
域的数轮经济制裁，再到普京“以牙还牙”的强硬反制措施，双方围绕乌克
兰问题的博弈从幕后走到前台。目前，卢布暴跌、金融市场动荡在很大程度
上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有关。以至于有分析人士称，目前俄罗斯与美国的
关系可称为“新版冷战”。

乌国内的政治斗争，美欧与俄罗斯的对立，美欧之间的如意算盘……各
方利益的盘根错节更增添诸多不确定性。临近年关，乌克兰危机短期内难以
妥善解决，事件如何推演，没准又是2015年的主要大戏之一。

关键词七：公投

2014年，民族分离主义的火苗在欧洲越燃越旺。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苏格兰政府于 9月 18日举行独立公投，由苏

格兰选民投票决定是否从英国独立。这被视为是自1707年并入英国以来，苏
格兰独立派迈出的“脱英”进程的一大步。“独派”一度领先的支持率让此前淡
定的卡梅伦也在最后一刻按捺不住，飞赴苏格兰作“最后的挽留”。

虽然最终 55%的选民反对独立，使英国的统一和完整得以保持，但本次
公投足以对英国政治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对整片欧洲大陆更是“牵一发而动
全身”，激励起其他分离主义的士气，开始更加积极地主张独立诉求。

就在苏格兰独立公投一周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以压倒性
多数通过法案，要求于11月9日在该地区举行类似的独立公投。虽然遭到
西班牙政府的反对和西班牙宪法法院的禁令，但加泰罗尼亚地区仍然坚持
如期举行了一次非正式公投，展示了独立的决心。

如今，在欧洲各地，想从各自所属国家独立出来的地区至少还包括西
班牙的巴斯克、比利时的弗拉芒、意大利的威尼斯、法国的科西嘉、德国
的巴伐利亚等地区。这些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和历史的地区从苏格
兰独立公投中看到新的希望，更为活跃。

这一年，欧洲分离主义风头正劲，经济全球化冲击下民族认同问题究竟
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再次摆在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面前。

关键词八：弗格森

11月24日，美国密苏里州大陪审团裁定对射杀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
官威尔逊免予起诉。这一司法裁定引发全美范围的抗议和暴乱，仅3天时间
就扩散至170余城市。事实上，此类事件在美国曾多次发生。2014年，白人
警察与黑人之间的矛盾呈激化趋势。12月20日下午，纽约两名警察在巡逻
警车中执勤时惨遭28岁的非裔男子布林斯利枪击身亡。之前，杀手层在社
交网站公开留言，声称是为在警察执法过程中死亡的纽约黑人小贩加纳复
仇。

一连串事件引发民众对种族问题与警察暴力执法问题的关注。
种族歧视问题历来是美国殖民历史乃至独立建国以来的“顽疾”。“弗

格森事件”让世界看到，种族歧视依然是美国社会的难治之症。此外，逐
渐扩大的美国白人家庭与少数族裔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成为大规模“弗
格森骚乱”爆发的重要原因。据美国
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3
年美国白人家庭财富的中位数是黑人
家庭的13倍。

“弗格森骚乱”的另一个结果是
引发世界对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关
注。压力之下，奥巴马提请国会拨款
2.63亿美元为警务人员配备监督执法
仪器、加强执法培训并助力警察系统
改革。同时，司法部宣布，即将发布
全新指导方针，进一步限制联邦执法
人员行动中可能出现的“种族定性”
行为。

关键词九：太空

2014年，一部 《星际穿越》 让人们脑洞大开，感受到外太空的神秘莫测
与无限可能。事实上，人类探索外太空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各国航天局
也传来不少令人振奋的消息。

9月 24日，印度首个火星探测器“曼加里安”号成功进入火星轨道，使
印度成为继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之后第四个成功探测火星的国家或组织。这
让世界对这个南亚国家刮目相看，也激励了更多国家着手准备向火星进军的
计划。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就在10月宣布，希望2021年向火星发射阿拉伯世界
的第一枚无人探测器。

而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航天大国，美国也扫去航天飞机爆炸悲剧的阴
影，于12月重启载人航天活动，进行了新一代载人航天工具“猎户座”飞船

的首次试飞。虽然此次试飞没有搭载宇航员，但作为 40
多年来首个冲出地球近地轨道的飞船，“猎户座”在未来
承载的是比曾经的“阿波罗”号更为远大的目标——把
人类送上小行星乃至火星。

此外，沉寂很久的欧洲航天局终于在今年扬眉吐气
了一把。他们在 11月 13日宣布，“罗塞塔”号彗星探测
器的“菲莱”登陆器在经历了长达 10 年的太空之旅后，
于当天成功降落在一颗彗星表面，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探测器在彗星的成功着陆。这不仅让正深陷经济衰
退泥潭的欧洲向世界重新展现了自己的前沿技术与强大
实力，也为人类解开太阳系形成的秘密找到一把新钥匙。

随着一个又一个“人类历史首次”的出现，外太空
对人类而言将不再是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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