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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追捧可穿戴设备？你out啦！可植入设备
已成科技弄潮儿的“新宠”，人们对它的期待已不
仅仅是医学目的，更希望能通过它提升对外部世
界的感知能力。只不过想想要掀起你的皮肤来，
不觉得有点肉疼吗？

可是，总有勇于“吃螃蟹”的人。电子生物
工程师布莱恩·麦考伊 （Brian McEvoy） 设计了首
款植入式导航仪，将其植入皮肤下后，当用户面
朝北方时，就会轻微地刺激皮肤，让用户清楚方
向。由于找不到试戴者，麦考伊只好将其植入自
己体内，身体力行推广自己的发明。

每天戴着耳机很不方便？有没有想过在自
己耳朵里植入“隐形耳机”？不仅能扔掉耳机，
甚至能听得更远。“生物黑客”里奇·李 （Rich
Lee） 把磁体植入耳内，以此充当隐形耳机，只
要接收到与音乐播放器连接的磁线圈发出的信
号，便可收听音乐。他甚至尝试将微型无线系

统同超声波测距仪和温度计相连，这样就可以
“听”到距离和温度。怎么样，像不像拥有了超
能力的超人？

忘带钥匙？忘记密码？丢三落四的马大哈们
有救星了！目前，摩托罗拉公司正在研究一种电
子药丸，用户可以将含有内置微型芯片的药丸直
接吞服下去，然后利用胃酸发电产生信号，将整
个身体变成密码。当你解锁手机、打开电脑、开
门和启动汽车时，只需用手摸一摸，搞定！

可植入设备的疯狂与大胆，有时超乎人们
的想象。印度设计师利用血管中血液流淌所产
生的动能，将人体变成了发电机。这款可植入
设备，将针状的尖端插进皮肤表层，收集血液
流 动 时 所 产 生 的 能 量 ， 转 化 成 电 能 。 在 试 验
中，设备能收集足够的能量点亮 LED 灯，甚
至是为移动设备充电。这款自给自足的人体发
电机，你敢试吗？

法国总统奥朗德当地时间 19 日在对商界领袖的讲话
称，欧洲央行将于周四决定购买主权债券，这将为欧洲经
济提供大量流动性，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资金动力。但
日本央行的官员则建议，希望“能尽快缩减货币宽松的规
模”。

欧洲央行准备吃“药”

两种声音出台之前，瑞士央行 15 日关于瑞郎与欧元
“脱钩”的声明已让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这种“变脸”的真实原因在于，瑞士央行已知欧洲央
行可能会在近期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脱钩是为了遏制大
规模避险资金流入瑞郎，推升瑞郎有效汇率大幅升值并危
及出口和经济复苏。

奥朗德的讲话强化了欧洲央行将追随其他主要央行实
施量化宽松措施的预期。

美国依托几轮“量化宽松”的技术手段让经济强力复
苏，欧洲的很多言论称，欧洲也应该效仿美国大力印钞。

欧盟最高法庭的顾问以及瑞士央行，已为量化宽松即
印钞铺平了道路。根据路透社所做的调查，市场人士认为
欧洲央行启动QE的概率高达90%。

而日本央行态度却颇让人深思。在启动 3.5 万亿日元
的计划后，《日经新闻》 最新的报道指出，面对大规模购
买政府债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日本央行官员越来越
忧虑。

在去年10月央行委员会决定加码宽松举措的时候，一
些委员提到这一举措会伤害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并给公
众造成债券购买实际上是允许赤字支出扩大印象。但委员
会权衡下来，认为利大于弊，于是出台了扩大宽松的举
措。

“火箭助推器”的走样

熟悉此轮金融危机历史的人都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
之后，美国和欧洲相继在2009年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但
这种政策最终的意图是作为一种紧急措施，向发达经济体
注入货币意义上的“火箭助推器”，以使其重新回到经济
增长的路径上来，其实施期限以月计算，而非以年计。

结果正如世人现在所看到的，“紧急”措施变为了
“长久”之计，以“月”实施变为了以“年”计算。2013
年初，金融危机爆发的4年多之后，一种新的、强度更大
的量化宽松被实施，并被戏称为“从直升机上撒钱”，将
货币直接注入经济体中。

经济学家分析，这种做法并不以税收为基础，而是直
截了当地印钞。它通过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将表现为政府的

负债。就像吸毒上瘾者需要更大剂
量的海洛因来维持一定的快感一
样，现在看来，量化宽松似乎必须
不断地扩大规模，才足以阻止西方

经济体重新陷入衰退。

不对症的后遗症

量化宽松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生活的一个永久性特征了
吗？

未必。来自日本的样本已经告诉人们，超低利率的维
持给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但相应的结构性改革还
没有提上日程。

欧洲央行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已是板上钉钉。目前的分
歧在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IMF总裁拉加德想让成员分担
尽可能多的风险，而其他国家主张欧洲央行承担大部分购
买成员国公债的风险。

即使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妥协，量化宽松同样并不是
万能良药。对金融危机所暴露的全球经济的种种失衡而
言，量化宽松这服药是不对症的。

前英国央行总裁金恩表示，更多的货币政策刺激不会
扶助全球经济回复强劲增长，因为我们尚未解决疲弱的问
题。

路透社对货币市场的交易员进行的调查显示，欧洲央
行推行的主权债购买计划，不足以拉动通胀率达到目标水
平。

1975 年，亚当·弗格森写的一本题为 《当货币死亡》
的书，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因战争债务偿还需求，德国
央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最终导致经济崩溃的事实。这是
个提醒。

1月20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中）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会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股份公司总裁米勒（左）和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根据之前同乌克兰签订的协议从4月1
日起停止向乌克兰优惠供气。 新华社/俄新社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总统
奥巴马在当地时间 1 月 20 日晚 （北京时间 1 月 21 日）
发表的国情咨文称，将进行税制改革，提高美国最富
有的纳税人和规模最大的金融企业的税负，并为中产
阶级提供一系列的减税政策。

富人增税计划 屡见不鲜

这不是奥巴马政府第一次向富人开刀。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甄炳禧指出，增税是民主党的一贯
政策主张。

据媒体报道，早在2011年，为了削减3.6万亿美元的联
邦政府财政赤字，奥巴马政府在其向国会提交的法案中就
提出了一系列增加富人税收的政策，如取消布什政府实施
的对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家庭的税收减免。在2012年，奥
巴马又多次敦促国会通过法案，以免落入“财政悬崖”。

直到 2013 年，对富人增税的法案才有所落实。高
收入阶层的资本利得税从此前的 15%增加到 20%。在

《平价医疗法案》中，又对家庭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家
庭投资收入增加3.8%的税收，资本利得税达到23.8%。

据 《纽约时报》 报道，在此次国情咨文中，美国
政府试图将资本增值税最高税率从 23.8%提高到 28%，
堵住富人遗产税漏洞，对100多家资产多于500亿美元
的金融机构的债务征收0.07%的赋税，同时为中产阶级
提供一系列的减税政策，并将新增收入用于大学教
育、幼儿看护等税务减免方面。

白宫预计，新增税收中的80%将来自年收入在200
万美元以上的0.1%的超级富人。

缓解两极分化 树碑立传

“奥巴马此时提出这个方案是自然的。近几年，虽
然美国经济在复苏，其两极分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大，
这对美国经济增长是不利的。”甄炳禧指出。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2014 年 12 月的最新报告显示，
美国的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间的贫富差距创下
自 2007 至 2009 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新高，高收入家庭的
财富是低收入家庭的近70倍。美国《商业周刊》的调查显
示，美国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不均更严重。美
联储主席耶伦曾质问，这种趋势是否与备受推崇的机会

平等这一美国价值观相背离。因此，“通过收入再分配
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两极分化。”甄炳禧认为。

根据最新民意调查，美国的穷人、富人都喜欢奥
巴马，但奥巴马最大的失败就是中产阶级受到了严重
的挤压，中产阶级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而中产阶级
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有生力量，这可能会影响到民主
党的支持率。有分析称，此次奥巴马推出让中产阶级
受益的方案，意在为民主党拉拢民心。

“因为奥巴马本人不存在明年选举的压力，因此今
后两年他主要是为了自己树碑立传，为他执政8年立下
政治遗产。他之前进行的医疗改革、金融改革为他创
下了不错的政绩，如果能在税制改革上有所突破，那
将在历史上添上光彩一笔。”甄炳禧指出。

美国 《纽约时报》 评论称，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增
税计划的决定，标志着两党围绕税收和经济、针对奥
巴马的政治“遗产”和2016年大选的辩论正式开始。

实施阻力重重 步履艰难

然而，在共和党完全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奥巴

马进入“跛脚鸭”时期，该法案能否得到国会通过，
仍是一大疑问。

“税制改革不像之前的移民法案一样，可以通过总
统行政命令强制实施。它跟教育、医改一样，都是需
要通过国会立法才能通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
研究所副所长刘飞涛指出。

据 《金融时报》 报道，在奥巴马 17日向媒体透露
要进行税制改革时，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共和党
人主席奥林·哈奇就表示：“总统应停止倾听想要不惜
一切代价增税的自由派盟友的建议。”

刘飞涛认为，“现在面临下一个选举季度，共和党为
了向大财阀争取捐款来源，在竞选中获得优势，可能不
会同意向富人和大银行增税的方案。除非奥巴马做出一
些妥协，共和党才愿意和奥巴马政府做一些事情。”

有趣的是，在奥巴马宣布要提高富人税的同时，
法国已经取消“超级富人税”。据外媒报道，法国2015
年起将不再征收“超级富人税”。仅仅实施了两年的

“超级富人税”，因其巨大的负面效应不得不草草收场。
而美国 2015 年“劫富济贫”的方案将何去何从，

这就要取决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间的博弈了。

一种“刷屏”，N
种人生。

近 些 天 大 事 不
少 ， 新 闻 不 断 。“ 刷
屏”这个动词已经暗
含了名词的含义，意
指我们密集地被某个
话题包围。一起事件
因为不同的视角被广
泛传播、互动，并在
这个过程中夹杂着观
点的误会、争吵和分
歧。

此类特征在 《查
理周刊》 恐袭案中体
现也极为明显，接下
来的“刷屏”焦点应
该是“反恐”，虽然这
不是个新鲜的话题。

英美已经决定成
立联合小组，积极打
击恐怖分子。德国安
全 部 门 也 在 提 高 警
惕，防止城市的火车
站可能遭到的恐怖袭
击。日本也金援中东
打 击 IS （“ 伊 斯 兰
国”） ……

迄今为止，国际
社会应对恐怖组织的
手 段 主 要 是 通 过 战
争，这种做法或许可
以控制他们，但从伊
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
汲取的教训不应该忘
记：暴力并不能解决
问题。法国向中东派
出了航空母舰，这种
做法可能完成使命吗？

《金融时报》 的评
论员马丁·沃尔夫说得有些道理，“恐怖主
义”不是敌人，孕育恐怖主义的思想才是。
这种观点在西方并不新颖，但在群情激愤之
时抛出来，总显得不合时宜。

从目前态势来看，恐怖组织已经群雄并
起。2014 年的“IS”抢尽了风头，这次 《查
理周刊》 惨案成了“基地”组织分支在年初
的“战绩”，博科圣地不在非洲又制造了2000
多人的血案……恐怖主义主导权的争夺日趋
激烈，也会给世界造成更大的“难题”。

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联盟”可能会暂
时围堵 IS 的扩张趋势，但并非治本之举。不
断的打压可能会带来一个“副作用”，这给

“基地”组织重新联合提供了可能，也为“基
地”和“伊斯兰国”或者更多组织的联手带
来极大的可能性。

2014年11月，美国媒体曾爆出，“伊斯兰
国”极端组织和“基地”恐怖组织或决定联
手对抗他们在叙利亚的敌人库尔德武装。也
就在同年，“伊斯兰国”宣布建立“哈里发”
政权主张后不久，非洲的博科圣地也积极呼
应。

反恐斗争的核心在别处。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将 21世纪的资本论

归结为“不平等”，而不平等加剧之处更在于
白人和少数族裔之间。成熟的社会虽然也做
不到绝对公平，但也应该把平等放在重要地
位，而不能把极端宗教主义分子与广大穆斯
林联系在一起。

美国政府想要“劫富”？
张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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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病症最正确的方法是“对症下药”，没有一药治百病之理。“量化宽
松”对美国经济的复苏极为管用，但对其他国家却未必对症。本周，欧盟已经
计划更大规模的债券购买计划，而日本则在服药后显示出“不适应症”。

量化宽松是包治百病的良药？
本报记者 杨子岩

皮肤下的科技，
你敢试么？

张 乔

皮肤下的科技，
你敢试么？

张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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