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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英国《金融时报》在对全球大势预
测中指出，国际油价将会在2015年跌破每桶
50美元。2015年会是油价继续跌跌不休的一
年吗？低油价又将带来什么影响？

断首又斩腰，暴跌难再回弹

过去的一年里，国际原油价格经历了
“断崖式”下跌。

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国际油价从高位
陷入了连跌的无底洞。7月底，美国原油价格
跌破每桶 100 美元。10 月，油价跌破每桶 90
美元。11 月份，欧佩克拒绝了减产以提升油
价的建议，更是加剧了油价下跌势头。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收盘，纽约油价
跌至每桶 53.27 美元，与年内高点相比几近

“腰斩”；在 2015 年的首个交易日，轻质原油
期货价格继续下行，收于每桶52.69美元。

分析普遍认为，国际油价下跌的局面还将
继续，预计2015年上半年国际油价甚至会跌破
每桶50美元；到下半年市场可能出现适度反
弹。与2014年相比，原油年均价将大幅下滑。

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市场还是阴谋市场还是阴谋

半半年多来年多来，，油价似乎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油价似乎被一只看不见的手
猛然拉下水猛然拉下水。。这只手究竟是市场规律这只手究竟是市场规律，，还是还是
政治阴谋政治阴谋？？

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供大于求是造成此
次油价暴跌的直接原因。英国《金融时报》指
出，油价自去年6月中旬以来已下跌近50%，
期间美国页岩油产量猛增，加上欧洲和亚洲
需求疲软，加剧了石油供应的严重过剩。

产油国一反常态，纷纷“任性”地表示，不减
产！除了欧佩克继续维持产量，俄罗斯2014年产
油量同比增长0.7%，为苏联解体后最高水平。

阴谋论者则认为，这场石油价格危机，
其实是美国联合沙特对俄罗斯进行的一场
经济上的“斩首行动”。

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不是第
一次玩弄操纵石油价格的战术了。1985 年，
军备竞赛正在如火如荼时，美国与沙特联手

增产降价，国际石油价格立刻大幅下跌，苏
联财政土崩瓦解，并间接导致其解体。

如今，俄罗斯经济对石油的依赖与苏联
时期十分相似。美国坐拥巨量能源储备，再
加上与沙特的战略联合，展开一场石油价格
攻势来拖垮俄罗斯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能源战略研
究中心主任夏义善认为，低油价是上述两种
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供大于求是主因，美
俄博弈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低价成常态，危机抑或契机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低油价或将成为
新常态。摩根大通预计，油价将在 2015 年第
一季度触底，下半年供需平衡后，油价将有
所回升。但分析人士称，原油交易再次回到
每桶100美元可能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夏义善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他相信
2015年油价将会跌破50美元，而且油价低迷
状态将会持续一年半到两年。他认为，只有
供求恢复平衡，油价才有可能回升。而就目就目

前情况来看前情况来看，，无论是美国和欧佩克无论是美国和欧佩克，，还是其还是其
他产油国家他产油国家，，都没有减产的迹象都没有减产的迹象。。

油价下跌是把双刃剑油价下跌是把双刃剑。。对于俄罗斯而对于俄罗斯而
言言，，低油价是个坏消息低油价是个坏消息。。俄罗斯央行公布的俄罗斯央行公布的
季度报告警告说，如果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维
持在每桶 60美元的水平，在 2015年，俄罗斯
国民经济毛收入将减少 4.5%到 4.8%。但是，
夏义善认为，俄罗斯也应从危机中看到国家
经济转型、拓宽市场的变革机会。

对于美国而言，低油价并非长久之
计。《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油价大幅
下滑使消费者减少了汽油开支，但这将对
从得克萨斯州到北达科他州的美国石油开
采热潮构成威胁，影响美国新能源的发展。

据《金融时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两名权威经济学家称，油价暴跌为全
球经济“注入了一剂兴奋剂”，可能让全球经
济增长率提升0.3至0.8个百分点。尽管有人
认为这个观点过于乐观，但还是给了艰难缓
慢前行中的世界经济一个希望。

科技这张大网，网罗起各式各样的奇思妙想，渗透进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当人们开始沉浸于虚拟的永远

“在线”状态，而选择在现实生活中“隐身”时，科技网络
中那一根根拉近世界距离的“红线”，便会变成一条条束缚
现实交往的“绳索”。反思技术革命掠去的人情味，科技与
人性，究竟该如何兼而有之？

生活中，“低头族”随处可见，他们相对而坐，各自刷
新着手机状态，明明近在眼前，却好似远在天边。日前，
一群台湾学生设计出一款名为“forest”的时间管理应用，
立志帮人们摆脱“低头症”，重新珍视身边的美好。这款应
用设定 30分钟为一颗种子成长时间，用户一旦种下树种，
30分钟内便不能再操作手机，否则幼树便会枯萎死亡。它
具备心情记录和历史分析功能，使用者只有在自我克制中
实现进步，才能最终收获一片时间森林。

拍照、上传、分享一气呵成，年轻人开始习惯在虚拟
社交中细心经营自己的小圈子，却忘了家中对科技潮流无
所适从的老人。如何在维护“朋友圈”的同时建立起温暖
的“家人圈”？智能相框“幸福时光”让家人间的私密分享
成为可能。只要打开电源，连上网络，子女在千里之外拍
下的一张照片，就可实时分享到这款相框当中。一张张鲜
活的照片搭配简短的文字说明滚动播放，这样一本精心排
版过后的“家庭相册”，让父母觉得孩子们就在眼前。

曾经克服了无数难题，身处地球两端的人才得以成功
沟通交流。如今为追求情感传递，相距千里的人可以实现
跨洲握手。美国一家公司运用微型马达和压板，组成了可
以传递触感的数码手套。通过触感震动技术和网络模拟，
远距离使用手套的两个人不但可以感受到彼此手掌的力
度，还能清晰感觉到对方手掌的皮肤纹理。简简单单的握
手之礼，让没有温度的科技工具不再冰凉。

为远方人送去温暖，也别忘了对身边人报以微笑。空
气污染问题使口罩成为了新的城市符号，但这一层薄薄的
隔膜，却为人们之间的情感表达蒙上了厚厚的屏障。来自
英国的两位交互设计师致力于用微科技传递情感，推出了
一款可以面带表情的特殊口罩。淡然、微笑、惊喜、亲

吻，这种内置微型电
路板的口罩，可以捕
捉用户表情，通过小
巧的 LED 外屏即时传
送，不让彼此的情感

“藏而不露”。
“物联网”令人们

享受生活，“情联网”
助人们永葆初心。在
时 代 大 潮 的 裹 挟 下 ，
在科技与人性的碰撞
中，鱼与熊掌亦可兼
得。

图 为 智 能 相 框
“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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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朝日新闻》 3 日引述首相府消
息，指日美官员正在加紧安排安倍与美国
总统奥巴马会谈的日程。按目前透露出的
计划，在访美期间，安倍将在当地发表有
关二战的重要演讲，借美国这个“第三
者”平台向亚洲邻国发声。

天皇和伙伴的告诫

2015 年是世界反法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安倍关于二战的演讲将直接定位政府
对待战争罪行的态度，也为其在今年8月15
日将发表的谈话定调。

有分析称，安倍会在今年谋求与中韩
改善关系，但在历史问题上可能不会从错
误立场上后退。

在安倍的新年感言中，国际社会丝毫
感觉不到安倍口中倡导的“积极的和平主
义”，反而更像“擂响战鼓”：“夺回‘强大
日本’的战斗才刚开始。”“这是应该朝着
日本‘建设新国家’迈出一大步的时刻。”

明仁天皇在1日发表的新年感言被有些
媒体解读为是对安倍新年感言的“敲打”，
称日本应该借二战结束 70 周年之际反思战
争历史，思考今后走向，这是当下极其重
要的事情。

《澳大利亚人报》 3 日的报道认为，日
本明仁天皇1日发表的新年讲话，暗批安倍
在历史问题上的修正主义倾向。

安倍的执政伙伴——日本公明党党首
山口那津男2日在东京举行的街头演讲对安
倍也有提醒之意。他说，今年是二战结束
70 周年，纪念意义重大，因此，充分总结
引起那场战争之前的历史，在反省的基础
上坚持和平路线，这才是日本迄今以来谋
求的发展道路。

安倍模糊的表态

“回避”和“歪曲”应该是第96任首相
安倍对待历史问题的关键词。

美国 《外交政策》 分析，安倍的政策
构想源自一个信念：安倍及其保守派同僚
认定他们必须为日本的帝国主义历史平
反。他们觉得，如果国民不为自己的国家
和历史感到自豪，日本就不可能强大。因
此，他们一直在设法淡化或篡改有关 20 世
纪三四十年代日军在中国及其他占领区强
征“慰安妇”和实施暴行的历史。

1995 年，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
“终战 50 周年”谈话中对日本的侵略历史
明确表示了反省。而自 2012 年 12 月任职
以来，安倍则在是否继承“村山谈话”问
题上含糊其辞。

安倍曾在2013年4月的参院预算委员会
上表示，“不会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
话’”，“‘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和国际
上都还没有定论”。安倍之后虽表示将基本
沿袭此前的首相谈话，但外界认为他对

“村山谈话”持保留态度。
在 2013 年和 2014 年的 8 月 15 日全国战

殁者追悼仪式上，安倍在致辞时均没有提
及历代首相曾表明过的日本对亚洲的伤害
以及反省。

去年 12 月众议院选举之前，各党候选
人接受记者质询，日本记者团单刀直入地
问安倍：“你是否会延续承认殖民地历史以
及侵华战争的‘村山谈话’？”

安倍回答：“我把‘村山谈话’视为日
本政府的一个见解。若是打赢这场选战，
我会在这个谈话之外，在明年迎接战后 70
年时发表一个属于安倍政权的谈话……”

曲解还是正视历史

据日本共同社3日的报道，日本政府将
成立专家委员会，研究定于8月15日“终战
70 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安倍晋三首相谈话
内容。

日本政府计划把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
稳定“积极做出贡献”、“面向未来”作为
首相谈话的重点。

但显然安倍政府在上届执政期内的举
动并不符合“和平”的定义：增设国家安
全保障会议、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
案、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并于去年7月通
过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

战后一直走和平道路的日本如今正站
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在二战中，日本付
出了惨痛的代价，仅在战争中死去的平民就
达到310万，并以战败迎来了战争结束。

作为第 96 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为
历史问题给日本与近邻的关系打上了“死
结”。作为第97任首相，安倍是否能在历史
问题上改弦更张？

《朝日新闻》 在 3 日的社论中警告说，
随着战争经历者越来越少，日本出现历史
修正主义倾向，这会损害日本战后 70 年建
立的国际信用。

《每日新闻》在开年社论中呼吁日本放弃
“亚洲老大”的意识，意识到中国与韩国的崛起
是历史必然，日本应接受东亚力量对比发生变
化的事实并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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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第96任首相和第97任首
相，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安倍是沿
袭上届执政时期的“回避”和“歪
曲”，还是真诚客观地承认战争责任？
这在 2015年，二战结束 70周年之际，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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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崎岖不平的”2014 年 （法国总统奥朗
德语），欧元区总算来到了 2015年。新年新气象，
欧元区突然变得硬气了。

2014 年临近年末，欧元区传来噩耗：希腊议
会解散，并将于 2015 年 1 月 25 日举行立法选举。
糟糕的是，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希腊极
左翼联盟领导人茨普拉斯，其对欧盟和德国主导
的紧缩政策持敌视态度。换句话说，如果此君果
真能在本月底大选中胜出并掌权，那希腊脱离欧
元区或将成为现实。

又是希腊！还记得这个在欧元区危机中第一
个倒下的国家吗？在那之后，葡萄牙、西班牙、
意大利等国纷纷告急，并最终形成了“执手相看
泪眼”的“欧猪五国”。那时，也曾有过希腊退出
欧元区的传言。那时，这种可能性让欧元区所有
成员惴惴不安，让欧元区大佬们焦头烂额，生怕
曾经的鸿鹄大志就此成为一副摇摇欲坠的多米诺
骨牌。为了防止欧元区的崩溃，欧盟、欧洲央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后组织了两轮巨额援助，
避免希腊退出欧元区。

如今，希腊又出问题了，而且，似乎比上次
更加接近脱离欧元区的边缘。不过，时代不同
了。这一次，欧元区大佬们淡定了许多。比如，
德国媒体就指出，默克尔已经做好了准备。

欧元区已经不是危机爆发之初的欧元区了。
自 2012年以来，欧元区已经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控
制危机的蔓延。如今，欧元区已经拥有了一个
5000亿欧元的“防火墙”，而且，西班牙和爱尔兰
等国也已经有了积极的变化。换句话说，希腊危
机已经很难演变成欧元区的整体系统性危机了。

更何况，立陶宛在这个时候成了欧元区的第
19个成员国，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欧元区的吸
引力。或许，立陶宛的加入掺杂着地缘政治因
素，不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欧元区拥有
多重魅力。

种种因素叠加，欧元区的大佬们自然硬气了许多。茨普拉斯一
直要求欧盟提供 2400 亿欧元贷款，否则将在希腊国内结束欧盟和德
国主导的紧缩政策。这样的“要求”在德国等眼中难免成了不合时
宜也不识抬举的“勒索”，在如今这个时候也就难免会遭遇被无视的
结果。

当然，希腊与欧元区大佬们之间这些你来我往也可能是最终结果
到来之前的心理战和彼此试探。毕竟，对于希腊而言，脱离欧元区不
见得就能迎来明媚的春光，也可能死得更惨。而对于欧元区而言，失
去一个希腊或许没多大事儿，但是希腊左翼势力的崛起会不会成为西
班牙等国左翼势力的楷模？这种政治上的传染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谁
能说得清？而这种不确定怎么看都是弊大于利。更何况，希腊的离开
难免会对欧元区有影响。比如，摩根士丹利就发布报告称，考虑到希
腊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已经飙升至 66%，欧洲央行可能无法按照之前的
规划启动全面的量化宽松措施。而且，还有专家信誓旦旦地说，希腊
脱离欧元区将是欧元区的“雷曼兄弟破产”。

1月25日很快就会到来了，大家都在屏息等待：谁会强硬到底？

中国—东盟时装周上演时装秀

1月3日，首届中国—东盟时装周继
续在广西南宁举行。图为模特在展示时
装设计师的时装作品。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摄

战败70周年

安倍能否解开“死结”
本报记者 杨子岩

跌破跌破5050，，低油价成常态低油价成常态
张张 乔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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