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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从名不见经传的小组织，瞬间演变为声震全球的极
端组织，始于今年6月的“壮举”：攻占伊拉克摩苏尔、提克里特，直逼
巴格达。西方媒体惊呼，这是“9·11”本·拉登后恐怖主义新标志。与
碎片化的“基地”组织不同，“伊斯兰国”具有远大“抱负”。它宣称，其
目标是要消除战后中东国家边界，建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5年
内要占领西亚、北非和中亚以及南亚一些国家。

美国已经发动 N 轮空袭，并组建了全球反恐联盟，但却没从根
本上撼动“伊斯兰国”的根基。2015年，如果国际社会继续实行现行
举措，“很难消灭该组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
林判断。

“首先，美国不愿在中东加大反恐投入。”田文林分析，数年来，
奥巴马一直谋求从中东脱身。“重返中东反恐”与奥巴马此前的外交
政策方向背道而驰，由此决定了奥巴马对打击“伊斯兰国”始终心存
抵触。

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反恐阵营虽说庞大，其实并不给力。伊拉
克安全部队饱受教派矛盾、贪污腐败、装备给养等困扰，战斗力很
弱。约旦和沙特等海湾国家国小力薄，根本没能力与“伊斯兰国”正
面对抗；埃及国内问题成堆……“地区反恐力量难以形成合力，无法
对‘伊斯兰国’构成实质威胁。叙利亚和伊朗反‘伊斯兰国’意愿最
强、军力也相对强大，但美国却将其排除在联盟之外。”田文林说。

另外，“如何突破‘反恐投入越多、留下的烂摊子越大’的困局”，
美国也是心中无底。当年，美国倾其国力在中东反恐 ，但极端恐怖
势力反而更趋壮大。“这表明，在反恐问题上，‘高投入不等于高效
益’，甚至可能‘越反越恐’。但仅靠当前的‘轻脚印’反恐战略（包括
无人机反恐，动用特种部队进行精确打击等），很难对‘伊斯兰
国’这种‘升级版’的极端组织构成致命打击。”田文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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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4年，即将过去的一年。
年初的时候，基辅的民众不会想

到，自己表达“亲俄”、“亲欧”立场的
街头抗议会引发持久的动荡，国内的危机

外溢为俄美之间的“新冷战”博弈。
钓鱼岛争端引发的危机已经造成了中日之间

的“僵局”，日本对战争罪行的否认也让其在东北亚
面临外交困境。
“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是 2014 年极端组织的“黑

马”，比“基地”组织更有雄心且更有战略，引发各路追随者
兴风作浪，对原有的民族—国家组织架构形成了巨大冲击。
2014 年新年的头几天，莫斯科百姓手里的卢布还有些购买力，

临近年底，已经贬值近50%，面包价格都涨得厉害。发达国家的量化宽
松的退出给新兴市场带来了巨幅震荡。
埃博拉病毒早在几十年前就是一个熟知的存在，今年在西非三国的肆虐

让其成为令人谈虎色变的东西。
利马的气候谈判在艰难中达成妥协，但却给2015年的巴黎大会留下了未解的难

题，中美之间已就减排达成了共识，两个大国间的妥协能否给来年带来福音？
复杂的世界运转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不安，对未知的恐惧也驱使人们寻找安全感。

为此，本版年度策划把主题定义为“安全”：传统安全、经济安全以及人类自身的安全。
预测不是做结论，而是依据专业知识给读者呈现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让这个不安的世界

变得有迹可循。

布热津斯基早在 《大棋局》 中就把乌克兰列为地缘政治支轴国。“亲欧”还是“亲
俄”始终是摆在乌克兰领导人面前的艰难选择。北约需要乌克兰成为其压缩俄罗斯战
略空间的关键力量，而俄罗斯则认为乌克兰是阻挡北约入侵的战略缓冲地带。

从街头抗议，到总统“跑路”，再到克里米亚独立，东部“独立建国”，乌
克兰国家内部政治对立，领土分裂。这种危机也外溢至俄罗斯与西方之间
的“新冷战”。

2015 年，乌克兰仍是一个热点。“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能
否发挥作用？俄罗斯是否会在西方经济制裁的压力下屈服？乌
克兰能否认识到俄罗斯在其加入北约这个问题上的严正立
场？西方与俄罗斯能否通过和谈寻求妥协之道？”中国社
科院乌克兰研究室主任何卫认为这些因素是影响乌克
兰危机的主要因素。

目前，西方以制裁手段迫使俄罗斯就范的
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乌克兰的政治精英
能奉行‘左右逢源’的策略，兼顾西方
和俄罗斯的利益，西方与俄罗斯在乌
克兰的利益冲突才能得到缓解。
相反，如果乌克兰力图通过加
入欧盟和北约来抵御俄罗斯
的影响力，那么这一如
意算盘只能激发俄罗
斯更大的不满，使
乌 克 兰 危 机 更
为 难 以 解
决 。” 何
卫说。

日本与邻国的外交困局很大程度上源自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一系列右倾化的举动。最近，安倍晋三再次当
选日本首相，也让人们对日本能否实现转变表示了怀
疑。

“除了防卫相以外，安倍内阁成员维持了大选前的
原班人马。”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刘江永教授
观察：“这表明，安倍首相将继续推行他既定的内外政
策方针。”

这种既定方针其实有着清晰的路线图。2015 年上
半年将强力通过有关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相关法案修
订，实质上突破宪法限制，增强海空力量。下半年将
争取连任自民党总裁，建立安倍长期政权。在外交方
面，安倍首相可能首访美国，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寻
求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网络安全合作。

“修宪”是安倍一直以来的愿望，也是引发国际社
会反对的一个诱因。“2016年7月参议院选举之前，联
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尚未超过参议院2/3以上的多
数议席，安倍 2015 年尚难实现修宪目标。”刘江永分
析。

在今年 11月中日达成“四项原则共识”之后，钓
鱼岛问题作为中日关系的“隐患”并未消除。“日美防
卫合作指针”是否会视中国为“威胁”？日本是否会在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掩护下，以“积极和平主义”
为幌子对外军售，特别是对同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
的国家军售，给中国制造“麻烦”？

“如果安倍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及安全保障问题
上无视中日之间达成的四项原则共识的精神而我行我
素，中日关系不仅难有根本改善，甚至还会出现倒退。”
刘江永说：“安倍曾表示在战后70年要发表谈话。其是否
承认日本在历史上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给亚洲邻国
带来巨大损害，表示反省和道歉，值得关注。”

乌克兰能摆脱危机吗

●传统安全篇●传统安全篇 日本会否成为亚洲的麻烦

伊斯兰国会被消灭吗？伊斯兰国会被消灭吗？

站在2014年年末，路透社用“脆弱”来形容今年全球经济的表
现：中国经济的减速、欧元区经济增速疲软、新兴市场中俄罗斯卢
布大跌。如果再加上有影响力的事件，那就是国际油价大跌。

欧洲有的经济学家概括“我们又面临一个充满不确性的时代和
新一轮全球经济颓势的风险。”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则用时下的热门词
汇“新常态”来形容2015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的状况。

“发达国家经济体总体上仍然处于低速复苏新常态。美国经济受
产业结构调整和出口带动，会继续领跑西方经济。新兴市场经济体
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将平稳增长。”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
茂春教授预测。

但全球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刺激性复苏结束，调整性回落

开始，趋势性增长未到，世界经济正进入艰难的结构调整与发展方
式的转型期。各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普遍下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危机后遗症难根除，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人口普遍老龄化，全球
中短期内难有重大的技术突破，生产率普遍下降，经济发展缺
乏活力与动力。”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
长陈凤英指出。

2015年，发展分化是全球经济的新常态。“发达国家经济
走势和政策取向继续分化。美国经济增长加速，将开始提高
政策利率；欧洲和日本经济继续低迷，继续实行量化宽松货
币政策。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也保持增长态势分化，中
国和印度将继续中高速增长，而俄罗斯、巴西等将出现衰
退或零增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甄炳禧说。

风险，风险，在市场上，能够避风躲浪的永远是强者，
弱者只能随着大潮大浪的涨跌而听天由命。12 月 18 日凌
晨，美联储的会议决议发出暗示：可能在明年加息。

这无疑会加重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在去年 6月份至 8
月份，美联储减少购债规模的决议让各国出现了明显的货币
贬值、股市下跌、债市下跌。

这一幕已经在俄罗斯上演，在西方联手制裁与国际原油
价格下跌的双重压力之下，卢布直线下跌。一年内，卢布已
经贬值50%。其他新兴国家的货币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大幅贬
值。

“2015年美联储将择机升息，美元将因此持续走强，由
此引发全球资本回流美国，致使大宗商品尤其是油价长期走
低，引发新兴市场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增长减弱、金融不
稳。”陈凤英分析。“这给世界经济前景蒙上阴影，为全球经
济发展增添更多不确定因素。”

除了受美国加息的影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将面临如
下主要下行风险：全球需求继续不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
抬头；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上升。”甄炳禧说。

国际清算银行 （BIS） 指出，美元的强势正在对新
兴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性构成威胁。一旦美联储开
始加息，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收紧形势只会恶化。

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甄炳禧给出了如下策
略：“新兴经济体应该根据自身面临的现实挑战，
采取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实现‘保增长’目
的；坚持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调整，夯实长期发展
基础；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和合作，通过扩
大‘南南合作’，促进新兴经济体经济稳步复
苏。”

可以肯定的是，“2015年世界经济最大
的两个驱动轮当为中美两国。中国海外投
资会翻倍增加，‘一带一路’战略初见成
效，对世界经济会发挥突出拉动效应。”
何茂春预测。

某媒体在一期关于气候大
会的节目中打出了这样的标

题：《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我
们能够乐观吗？》这种设问方式本

身就带有一种怀疑。
这种怀疑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减

排与发展的矛盾，国家之间的分歧，一
直是气候谈判进展缓慢的主要障碍。

此前，原定2009年完成的“巴厘路
线图”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和2010年

坎昆大会上均未能达成一致，2011年德班
气候大会不得已将谈判期限延长到 2015

年，各方同意在2015年底的巴黎大会上达成
协议，以取代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换句

话讲，巴黎大会是“最后的机会”。
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教授

却对气候变化的前景感到乐观。当然这种乐观并
非盲目，而是有所根据。

11月12日，中美两国在北京联合发表了一份关

于气候变化的声明。中国计划 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
排放达到峰值，美国则承诺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
础上减排26%－28%的目标。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
国，此举标志着多年来陷入僵局的国际气候谈判出
现了重大转折，有望在明年年底的巴黎峰会上达成
一项成功的全球气候协议。

英国媒体在发表的社论中说，中美两国的声明
为原本毫无希望的气候变化大会注入了希望。在之
前的10月24日，欧盟也公布了自己在巴黎大会上的
碳排放目标——到2023年，总排放量较1990年降低
至少40%。

“巴黎气候大会是对2020年以后国际社会应对气
候变化，设定减排目标的一种安排。目前从大国的
表态来看，对明年达成重要协议的目标还是很有信
心的。”何建坤说。“中国带头减排，既是国内需
要，又是国际需要。发展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既
保障了未来全球的生态安全，又保障了国内能源供
应安全。”

现代技术的进步，让航天器都载着生命飞上了
天，但在应对传染性病毒方面，人类却屡屡栽了大跟

头。
据路透社25日报道，曾帮助发现埃博拉病毒的科学家

彼德·皮奥特表示，此次在西非暴发的埃博拉危机很可能要
持续到2015年年底。

世界卫生组织2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暴发
于西非国家的埃博拉疫情已导致19497人疑似或确诊感染，其中

7588人丧生。
埃博拉其实是个熟悉的陌生词。首例个案早在 1976年就被发

现，此后偶尔在几个非洲国家暴发过。“目前已知的五种埃博拉病毒
株中的4种，动物寄主都来自于非洲。这就是为什么埃博拉一开始就

和非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方
介绍。

这场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现代社会“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的疫
情，由于一开始并未得到国际机构的重视和实施应有的防治措施，而使危

机更进一步一发不可收拾。
更可怕的是“简单地把‘埃博拉等同于非洲’的单面认知，潜在地影

响了当地和国际社会在非洲干预危机的方式”，刘海方说：“长时间里，把
埃博拉绝对妖魔化的宣传，让‘隔离’这种措施被视为唯一的有效措施。”

西非三国的公共卫生危机，被妖魔化为整个非洲的灾难，这让医疗卫
生条件较好的南部非洲也深受其害。旅游业者在8月份时就感叹：“埃博拉
又把非洲囚禁成了孤岛，与其他世界隔绝。”

“一位来自疫区的利比里亚同学激动地说，最需要的措施是及时给予受
感染人物资和心理上的护理以及长远的防疫知识”。刘海方说，我们要反思
的，不仅仅是“全球危机面前，怎样捐弃前嫌，通力合作来共同应对全球
性的问题”，“还有地域歧视，这也许是深入人心的视角。”

新兴经济体应防范风险新兴经济体应防范风险

发展分化成世界经济新常态

气候谈判或有实质进展

反思谁制造了埃博拉危机

本报记者 杨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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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篇

为这动荡世界寻找安全为这动荡世界寻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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