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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公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今明两年增速低
于预期，美国成唯一引擎。不过，美联储的加息也成为
2015年威胁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对于世界经济而言，
美国似乎是一个“双面人”。

分化与独秀

在半年发布一次的《全球经济展望》中，世界银行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3%，而 2016 年则会增长
3.3%。2014年6月，该行经济学家曾预计，今明两年全
球经济增长率将分别是3.4%和3.5%。

在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分化的局面越来越明
显：美英复苏，欧元区和日本仍然乏力。

美国表现最为亮眼。近期公布
的多项数据再次印证了美国经济正
在强劲复苏。1月14日，美国财政
部公布报告称，2014 年 12 月，联
邦政府预算盈余为 20 亿美元。世
行将美国今年的增长率预期从 3%
提升至 3.2%。如果这一预测成真，
这将是自 2005 年以来美国年度经
济增速首次突破3%。

反观欧元区和日本，因为金融
危机后遗症再加上结构性问题，
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均为1.1%。

再看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增
速将放缓至7.1%，但依旧强健。其
他发展中国家则问题多多：外部需
求疲弱，内部政策收紧，政治还有
诸多不确定性。

正如世行报告所说，全球经济
正处于令人不安的转折点。

引擎与威胁

美国似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
长的单一引擎。不过，在世行列出
的全球复苏威胁中，影响最大的因
素也来自美国：美国货币政策的正
常化。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014 年
12 月份的会议记录显示，美联储
最早可能会在今年4月把利率从0%
到 0.25%的水平提升上来。世行担
心，此举或将导致新兴市场政府和
企业的融资环境突然趋于紧张。

这一想象中的场景是否似曾相识？还记得 2013年，
当美联储首次披露可能会退出量化宽松计划的消息时，
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动荡局面吗？

这就是美国的力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如果追根溯源，探求目前全球经济复苏艰难的原

点，也会发现与美国脱不开干系。正如各种分析反复指
出的，2008年秋，华尔街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无
疑是始作俑者。然而，凭借其美元霸权等唯一超级大国
的实力，通过金融、贸易、外交、军事等手段，美国软
硬兼施、组合发力，成功转嫁危机成本。

7年后的今天，美国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但是其
他国家还不得不在泥潭中挣扎。

引擎还是威胁？对世界而言，美国是个“双面人”。

风险与希望

新的一年，世界经济依然风险多多。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表示：“全球经济正

靠着唯一一台引擎运转。目前，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
众多的情况下，只有美国经济一枝独秀。我们需要更多
的引擎。”

在欧元区，本月底将举行大选的希腊再次引发
对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担忧。分析指出，如若成真，
欧元区信贷将受到负面影响，而紧张情绪升级则可
能导致欧元区再度陷入萧条。

在日本，所谓“安倍经济学”射出“三支箭”，却
未达到预期效果。日本经济仍然面
临结构性问题，其“以邻为壑”的
政策更是争议颇多。

在发展中国家这边，俄罗斯和
委内瑞拉等国将遭遇严重困境，面
对衰退、通胀和金融不稳定的三重
威胁。

不过，希望依然存在。
巴苏就认为，油价下降是好消

息。油价下降既能为石油进口国创
造一个机会，也将有助于降低通胀
和减少经常账户逆差。各国可以利
用这个机会开展财政和结构改革，
以便促进长期增长和包容性发展。

分析也指出，世界经济是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其他经济体
稳健发展的情况下，美国经济稳步
发展的基础才能更为坚实。这就意
味着，美国不能独善其身，这个引
擎应该全力工作。大家好才是真的
好。

对于美联储加息带来的风险，
分析认为，对通货紧缩的担忧、全
球经济悲观的前景以及停滞不前的
美国工资增速可能促使美联储晚于
预期加息。而且，即便真的加息
了，世行预计 2013 年曾冲击发展
中国家的动荡局面也不会再次出
现。

无论如何，世界或许该认真思
考一下《金融时报》的警告：全球
经济依然过度依赖美国复苏这“唯
一一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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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伊斯兰国”？

“博科圣地”正在变得越来越极端。据法
新社 15 日报道，“国际特赦组织”发表报告
称，尼日利亚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本月上
旬在该国东北部发动的袭击中，残忍地杀害
了一名正在分娩的女性。

近日，该组织还利用 10 岁女童充当“人
弹”，接连制造了两起爆炸案。据英国《每日
邮报》 报道，卫星图片显示，经过屠城后的
巴加，大片居民楼和宿舍消失，完全变成了
一座死城。

此番袭击也让尼日利亚政府饱受诟病。
据英国BBC报道，“博科圣地”在巴加的袭击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击，附近军事基地里的
部队在几天前的首次袭击之后便已溃逃。政
府情报掌控力弱，应急效率低，更缺乏整体
和持久的治控战略，使得“博科圣地”势力
迅速蔓延。

“博科圣地”建立于2002年，主张在尼日
利亚推行宗教法律，反对西方教育和文化，
又被称为“尼日利亚的塔利班”。据悉，2014
年第一季度，因“博科圣地”恐怖活动而死
亡的平民超过 1500 人，被认为是尼日利亚最
严重的威胁。

同样奉行伊斯兰极端教义，如出一辙的
行事手法，有人不禁担心，“博科圣地”或将
成为下一个“伊斯兰国”（IS）。

不过，情况或许没那么糟糕。中国社会
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就指出：“博科圣地”规模远不如

IS，而且成员大多来自同一部落，活动范围限
于乍得湖地区，扩展的可能性很小。

被遗忘的角落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一夜间占据世界各大
媒体头条，与之相比，本月3日就已发生惨剧
的巴加像是“被遗忘的角落”。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据美国石英财经
网报道，尼日利亚伊斯兰反叛运动“博科圣
地”组织因在奇博克镇绑架了200多名女孩而
震惊世界。然而自此之后，该组织从大部分
西方世界的舆论中销声匿迹。而且，多国协
助的救援行动成了“烂尾工程”。时至今日，
仍有223名女孩下落不明，没有任何一名落网
的暴徒因劫持行为而遭到起诉。

这里为什么成为被忽视的角落？殷罡认
为，尼日利亚的工业区和经济政治中心均位
于基督徒集中的南部，而发生恐怖袭击的东
北部主要是乡村地区，通信不发达，社会状
况也不受关注。

尼日利亚政府本身对问题的不重视更是
恶化了情况。据悉，尼日利亚总统古德勒
克·乔纳森将在 2015 年的总统选举中谋求连
任。他谴责针对法国 《查理周刊》 的恐怖袭
击是卑鄙的，但是他并没有谴责发生在自己
国家的暴力行为。

也有观点认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
作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非洲的重视和投入
却远远不够。英国 《独立报》 11 日评论说，
尼日利亚近日发生的事件是一场被遗忘的屠
杀。尼日利亚主教谴责西方国家忽视“博科

圣地”的袭击，他表示西方多国在法国恐怖
袭击后显示出的“行动的意愿”与其对待非
洲大屠杀的态度明显有别。

对于来自西非一隅的血与泪的呐喊，西
方难道还要选择“失聪”吗？

内外还需联合

巴加屠杀的一周后，刚从巴黎恐怖袭击
事件中缓过神来的国际社会终于纷纷发声。

欧洲议会 14 日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尼日利
亚恐怖袭击事件，称“人们应该像对法国巴
黎恐怖袭击那样作出同样的反应”，同时欧盟
短期内将向尼安全部门提供 1000 万欧元的反
恐援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弗称，尽管美
国政府 11 月份已经结束了对尼日利亚军队一
个营的第三期军事训练，美国仍然想要和尼
日利亚合作。此前，美国已通过无人机或特
种部队协助打击恐怖势力。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11 日通过发言人发
表声明说，联合国将尽一切办法和资源帮助
尼日利亚政府结束暴力，减轻平民痛苦。

国际社会的表态似乎给了尼日利亚些许
安慰。然而，和平之路还要靠自己走下去。

“美欧和国际组织从外部进行精准打击、
遏制其势头是必须的。”殷罡说，“但主要的
还要靠尼日利亚内部力量的博弈。南部的基督
徒，中部、西北部的温和穆斯林应该联合起来，
与外部力量配合，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上图：“博科圣地”攻击了尼日利亚北部
多所学校。 来源：BBC

基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和日本国际化挫折的借鉴意义，“安倍经济学”和“安
倍政治学”一直是国内专家讨论的热点。由方明、李亚芬、袁跃东、伍伟烨4位
专家联袂撰写的《安倍政治经济学——一道世界主义的鸿沟》一书，试图以国际
视角，俯瞰日本问题，提出思考。

“大量印钞和举债，债务高达 GDP的 250%。现在看来，‘安倍经济学’不仅
没能带领日本走出长达20年的通缩与停滞，反而埋下了未来引爆财政危机和金融
危机的祸根。”北大经济学博士方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正在走向灾难的日本
经济，其结局恐怕是通胀性萧条。

方明在采访中提到，日本目前存在着五大现实问题：少子老龄化下的人口问
题、货币过度升值下的日元国际化问题、陷入“庞氏骗局”中的财政问题、泡沫
破裂下的金融体系问题，以及“官产融”阴影下的产业格局问题。

此外，安倍政府的军事安保政策右翼激进、错误史观大行其道。自二次执政
以来，安倍就通过不断翻新的花样挟持国会，挑战宪法。不过，想要急切摆脱束
缚的安倍，身后的“拖油瓶”还真不少。

除了经济问题，日本还面临国际困局。方明直言不讳地提出：“‘安倍经济
学’解决不了日本国际化的经济困境，‘安倍政治学’解决不了甚至是恶化了日本
国际化的政治困境。”方明将安倍的政治经济学理念形容为：“绝症病人吃补药，
明显的药不对症。”

立足世界主义的高度，《安倍政治经济学》一书提出这样的愿景：随着包括中
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兴起，世界格局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全球格局再
均衡和再融合阶段。当下停留在国际化挫折中止步不前的日本，如果一意孤行，
抛弃与欧亚大陆的协作发展，与邻国交恶，将一步步走向沦为美国“滨外岛”的
命运。

“撰写《安倍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方明提到，“在于呼吁人们跳脱狭隘的民
族主义框架，从世界主义视角出发，搭建更多对话渠道，通过在全球化进程中的
良性制衡，来达到人类共同发展的目的。”

全球政治冲突仍然不断，跨国经济制裁依然频现。日本是选择孤立主义，还
是全球融合？人类是选择争斗性前行，还是选择融合式进步？21世纪的日本和世
界站在了十字路口。

“今天，巴黎是世界的首都。”如果没有
那场恐怖袭击，这种口号很多年都不会在巴
黎响起。如果在将于巴黎举行的气候大会
上，真正能达成一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协
议，人们倒是有理由喊出这句口号，但油价
的降低正在打破这种可能性。

市场上，原油的价格已经跌破 45 美元，
欧佩克等石油产出国依然维持不减产的决
定。有人甚至放言，即使油价跌破 20 美元，
决定依然。

对于环境而言，这并非好事。油价暴
跌，一向被视为清洁能源企业的克星。如果
油价一直在低位徘徊，现实世界是否还有节
能减排的努力？真的很难说。

清洁能源的研发在一定程度上“得益”
于油价的飙升。高油价所造成的成本劣势使
人们不得不考虑如何替代化石能源，从而在
不污染环境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发展。上世纪
70 年代，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导致原油价格
飙涨，使美国等国家迎来了绿色能源的新纪
元。

国际社会正在为新历史时刻的诞生做好
准备：中美两国已经做出了各自的碳排放承
诺，两个能源消耗大国的“榜样”作用给几

近陷于停滞的气候谈判注入了新的希望。
只是，这种喜悦的时间太过短暂，油价

的接连跳崖式下跌降低了高能耗行业和企业
的成本，靠生产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旧
有经济模式又有了存在的空间，而原本在新能
源行业的挤压下，旧有的模式正在苟延残喘。

不利的报道已经出现。拿特斯拉电动汽
车来说吧，油价的高涨让特斯拉的存在显得
与众不同，但当油价已经低廉，实在看不出
电动车和汽油动力车的成本差异在哪儿。市
场上，特斯拉股价的下跌已经对这种预期提
前做出了反应。

在欧佩克做出不减产决定之前，油价下
跌似乎就已经开始冲击美国混合动力车市
场。去年 11月，美国混合动力车的销量同比
下降 11%。与此同时，一些耗油量大的 SUV
销量同比上升了91%。

对新能源的投资肯定会受低油价的影
响。资料显示，此类投资已经从2004年的600
亿美元攀升至2013年的2510亿美元。如果低
油价持续，这个投资额度可能成为历史高
点，并呈现倒V形的结构。

对旧有事物的依赖只会养成不思进取的
惰性。这种坏的习惯一旦形成，在下次高油
价来临之后，新能源的一切研发又得从头再
来。

世界经济走到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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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路透社报道，近日，极端组织“博科圣
地”武装分子控制了尼日利亚东北部巴加镇以及附
近重要的军事基地，巴加镇2000余平民遭到屠杀。

向左？

向右？

日本站在

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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