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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哥”终于“松口”

用英国《金融时报》的话说，“亚投行的事情正在演变成美国的一场
外交惨败。”

虽然自2013年亚投行成立计划提出以来，美国就一直费尽心思劝说
或施压盟友，希望共同抵制这个“可能会执行不如世界银行严谨的放贷
标准”的新机构，然而随着申请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资格的截止日期临
近，美国的盟友们却纷纷“倒戈”。

据彭博社24日报道，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四大经济
体先后向亚投行递出加入申请后，加拿大也正在考虑加入亚投行。这意
味着由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 （G7） 中，只剩日本和美国仍在硬扛。

如今，瑞士、卢森堡、韩国、澳大利亚、奥地利等越来越多的
“小伙伴”决定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朋友圈”。甚至连日本财相麻生太
郎日前也称，关于日本是否加入亚投行，“存在讨论的可能性。”

眼瞅着快成为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老大哥”美国似乎终于不再那
么硬气。其实，早在上周举行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美国财政部长杰克·
卢就已为“松口”有所铺垫。据 《金融时报》 报道，卢当天表示，美国
并不反对创建亚投行，并承认有必要增加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只
是美国担心这家新银行在管理和放贷方面达不到“全球最高标准”。

合作是美最高决策吗？

美国副财长的这番公开放话究竟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美国财长、副财长的表态说明美国在对亚投行的态度上确实有所转

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甄炳禧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称，盟国的纷
纷“背叛”，已让美国意识到这些西方国家加入亚投行是大势所趋，继续阻挠
也无力回天。

而随着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进入关键时期，中美经贸关系日趋密切，美国
在战略利益上更需来自中国的支持，这也使美国不得不审视其拆台之举是否
符合时宜。

美国总统贸易政策顾问伯格斯滕日前就撰文称，美国曾敦促中国为支持
发展及其他全球目标提供更多资源，但当中国朝着这些方向努力时，美国试

图阻挠之举就显得“短视而虚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认为，亚洲目前
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庞大且迫在眉睫，美国最好的选择是加入其中，而不是站
在外面说风凉话。

目前看来，美国政府似乎正在吸纳来自学界和媒体的批评。然而，副财
长希茨传递出来的态度转缓是否就意味着美国关于亚投行的政策将发生根本
性转变？分析认为仍有待观察。

一方面，财政部的表态是否就是美国最高决策层的意见？仍是未知。复
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分析认为，暂时由财政部出面“放风”，
可能是为美国高层“继续保留对中国施压的空间”，而美国对于亚投行整体态
度的转变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另一方面，美国虽然改口称愿合作，但并未提出相应的具体举措，一份
没有什么可操作性的表态有多少合作的诚意？还需掂量。《华尔街日报》日前

直言，美国此次提出合作，原因主要还在于担心亚投行可能成为北京外
交政策的工具，进而弱化现有国际机构的地位。

“由于此前的阻挠反对没有达到预计的结果，美国现在可能是对策
略进行调整，试图将对自身造成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沈丁立分析称，
美国的最终目标仍在提高亚投行的贷款标准并试图稀释中国在其中的
领导权。

真正合作还需打消顾虑

不过，无论美国是否真心实意想合作，在亚投行的问题上，美国的
境遇正越来越孤立。

目前，关于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分析普遍认
为，美国暂时不会做出这个选择，其对亚投行的政策也不会在短期内发
生改变。

症结还在于美国担心亚投行可能挑战由其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如
果亚投行表现出对现有世界金融秩序的改善，而不是挑战，这就将给美
国调整立场、减少对抗、增加合作创造条件。”沈丁立分析称。
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此前就曾明确表示，亚投行成立

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的客观需要，是对
没有办法满足这一需要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的一个补
充，而不是替代或颠覆。希茨在日前表态中也承认，亚投行将成为现有国际
机构的补充，而非竞争对手。

《华尔街日报》24日在一篇报道中称，中国日前提议单个国家不能在亚投
行决定决策，并评论说这是在美国表达担忧之际依然吸引欧洲国家加入亚投
行的关键因素，这一做法与IMF和世界银行多年来一直遭到国际社会批评的
单边决策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美国逐渐打消对亚投行的疑虑，或是意识到加入其中将获得更多的
利益，在未来存在真正改变政策或是加入其中的可能。”甄炳禧分析称。如
今，疑心重重的美国仍在观望。

欲迎还拒欲迎还拒：：美对亚投行仍美对亚投行仍纠结纠结
本报记者 严 瑜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希茨23日称，美国欢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
IB，简称亚投行）来增强国际金融结构，世界银行与亚投行的合作会确保国际金融体系保证其一贯的高标准。

在经历了盟友接二连三的“背叛”之后，“老大哥”美国似乎也不再那么坚定地要拆亚投行的台了。美国这一次
“松口”究竟意味着什么？

齐普拉斯正在把希腊看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这个悲
剧摇篮国度的总理不会轻易地将现成的素材浪费。

关于悲剧，鲁迅给出的经典定义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
西毁灭给人看。”在欧盟看来，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就在于欧洲的
团结一致，为了应付危机，希腊就应该拿出改革诚意，共渡危
机。而齐普拉斯在努力使眼下的危机超越简单债务契约法律
争论，与希腊正在发生的人道危机联系起来。

尽 管 齐 普 拉 斯 与
“铁娘子”默克尔实现了
会晤，但双方的表态显
然不在外界期盼的“共
同点”上。默克尔说她
希 望 看 到 希 腊 经 济 增
长 。 而 齐 普 拉 斯 则 表
示，希腊与德国，对于
希 腊 能 否 通 过 重 新 谈
判来得到国际资金援助的条款，还有歧见。

欧盟的“底线”其实很容易理解。如果希腊可以赖账，
一定会有更多国家赖账，欧盟规定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标
准就会形同虚设，而债权国民众势必将强烈反弹，不排除脱
欧、疑欧、反欧情绪的大爆发。

但还清欠债对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来讲，确实强人所
难。就连他国的一些专家也在欧洲议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向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发难，暗示欧洲央行的所作所为，已经
将这个陷入困境的地中海国家搞得雪上加霜。

作为竞选承诺，齐普拉斯坚决地反对紧缩政策。在政
策的执行过程中，希腊承诺将在未来几日重新提交一份更为
完整的改革清单。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初心。

但即使这样，3 月 20 日凌晨结束的希腊问题欧盟特别会
议，仍未能就解决希腊资金短缺问题达成新协议。被逼无奈的
希腊只能目光向外。按照原本的安排，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将于
5月访问莫斯科，与普京总统会谈，但是他现在已经决定将自己

的俄罗斯之旅提前到 4
月初。

虽说在整个欧元区
经济当中，希腊所占的
比例可说是微不足道，
但是该国的位置却绝非
微不足道，他们扼守着
欧洲、亚洲和中东的十
字路口，多少年来就一

直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的关键节点。
有评论称，正因为如此，美国在二战后才会花大力气将

希腊纳入北约体系，防止其转向苏联阵营。但目前欧盟的努
力似乎正在破坏这种70年前做出的努力。

有人批评欧盟让乌克兰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二选一的策
略导致危机深化，那么现在，欧盟在希腊危机上的策略可能
也会造成其向俄罗斯的靠拢。

也许向俄靠拢只是齐普拉斯的策略，目的是造成欧盟的妥
协，毕竟这是他的最后一张王牌。现在是轮到欧盟出牌了。

染上地缘政治色彩的
“普罗米修斯”

杨子岩

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驻丹麦大使近
日称，如果丹麦海军加入西方盟国的反导
弹体系，它就可能会成为核导弹的攻击目
标。对此，丹麦政府高级官员回应称，俄
罗斯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

惹怒俄罗斯

据报道，俄罗斯长期反对北约国家的
反导体系。该体系在 2010 年发布，将于
2025年全面实施，成员国将提供雷达和武
器使欧洲免遭导弹袭击。丹麦承诺提供 1
艘或者多艘装备了高级雷达的护卫舰用于
追踪导弹。

丹麦的这一行为触怒了俄罗斯。英国
《每日电讯报》报道，俄罗斯警告丹麦不要
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导弹防御系统，否则其
海军将成为俄军核武器的靶子。

俄罗斯驻丹麦大使米哈伊尔·瓦宁在丹
麦《日德兰邮报》发表文章称：“我认为丹
麦人没有完全意识到，若丹麦加入美国主
导的导弹防御体系后果会如何，如果这件
事发生了，丹麦的战舰将会变成俄罗斯核
导弹的攻击目标。”

俄罗斯方面称，若丹麦加入北约弹道导
弹防御体系，它将面临俄罗斯的核打击。有
分析称，这是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发出的最
具威胁性言论之一。

针尖对麦芒

冷战之后，美国通过北约一直在推进其

反导系统的进程。美国曾在
波兰部署反导，当时也曾激
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在北
欧国家中，丹麦既是欧盟成
员国，也是北约在北欧地区
的重要支点。如果美国把反
导体系植入丹麦，使其更加
靠近俄罗斯的疆域，将会损伤甚至致使俄罗
斯的导弹体系处于瘫痪状态。

“在丹麦部署反导体系，也是乌克兰危
机以来，北约对俄罗斯加强战略威慑的一
个重要步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崔洪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北约要将其反导系统部署在俄罗斯的
“家门口”，使俄罗斯的核威慑大打折扣。
俄罗斯的导弹发射将受到北约的严密监
视，其战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对于俄罗斯
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此前，挪威在北极地区与俄罗斯接壤
的芬马克郡举行了大规模的军演，尽管俄
罗斯也做出了及时的回应，但远不如此次
像丹麦事件反应的这般强烈。

“无论是挪威还是其他北约国家，不管
规模多大的军事演习对俄罗斯都不会产生
战略上的威慑。而建立反导体系却大不相
同，”崔洪建分析说，“北欧国家建立反导
体系，如果俄罗斯反应不够强烈，那么反
导体系的构建很快会在其他的北欧成员国
展开，北欧很容易成为北约对俄罗斯的前
沿战地。”

一场心理战

事实上，从乌克兰危机开始，面对北约
越来越激烈的对峙局面，俄罗斯带有核威慑
意味的警告已不是第一次。

“但在实际中，丹麦如果真正部署反导
体系，俄罗斯立即进行核打击的可能性不
大。”崔洪建说。

俄罗斯此举一方面是表露出对北约寸
步不让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加大对像
丹麦这样的国家在做出决策时的压力。“尽
管丹麦是北约成员国，但作为一个小国，是
否值得为北约反导体系与俄罗斯产生直接
对抗，也会谨慎抉择。”崔洪建分析说。

“这种警告一开始就是一场心理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
究员吴宏伟研究员认为，“如果俄罗斯和北
约真正发生武装冲突，俄罗斯的打击目标
首先应该是对方部署反导体系的国家。”

“这就像一盘棋，当乌克兰东部变成死棋
处于不能动的状态时，其他地方的棋子就会
活起来。尤其是对美国和俄罗斯来说，它们
都有很多棋子可以下。”崔洪建分析说。

俄罗斯为何对丹麦俄罗斯为何对丹麦““发火发火”？”？
杨璐璐

图为丹麦海军的休特菲尔德级护卫舰图为丹麦海军的休特菲尔德级护卫舰，，该舰搭载该舰搭载
了有源相控阵雷达了有源相控阵雷达。。 来源来源：：观察者网观察者网

随着智能手机的热潮席卷全球，移动充电
宝成了无数“低头一族”必备的续航利器。不
过，快收起那些四四方方的“金属疙瘩”，来看
看这些实用却又别出心裁的移动充电宝吧！

充电宝虽然方便，但是如果出门忘记带就
悲剧了。充电宝会忘带，钱包总不会忘记吧？
于是，挪威一家公司就推出了一款“充电钱
包”。核心的移动电池位于三折钱包的中间，
设计者为了轻便而减少了最大容量。皮质夹
层中还附有隐藏的数据线，需要充电的时候只
需把数据线拉长接入手机即可。除了内置一
个移动电池外，其他地方都同普通的钱包设计
无异，留给卡片或现金的空间都不小，表皮则
采用高级皮革，带出去可谓高端大气。

类似的，英国一家公司则设计出了穿在身
上的充电宝——“充电皮带”。这款设计很聪
明地将人们日常必备的皮带作为充电宝的载
体，不过，它可不是单纯别在皮带上那么简
单。设计采用了韧性极佳的电池，分成六层
包裹在皮带皮革层的内部，既保证了轻薄柔
软，也保证了一定的电池容量。连接线则隐
藏在皮带扣中，使用时可以贴合皮带内侧而不
会影响外观。

充电宝忘记提前充电怎么办？不用担心，

瑞典一家公司推出了一款可以自己发电的移
动充电宝。这款产品由网状外壳和内部燃料
盒组成，通过一次性燃料包实现即插即用的自
发电，一块燃料包提供的电力足够充满一台智
能手机。燃料包利用水和盐的化学反应来发
电，算是真正的清洁能源，既不必担心污染环
境，也不用害怕危及使用者的人身安全。燃料
包大小同信用卡差不多，基本上由可回收塑料
制成，用完即弃也不会像干电池那样对环境产
生破坏。或许稍稍令人有些不满意的是，一次
性的燃料包似乎总是让人感觉不那么划算。

别出心裁的设计让普普通通的移动充电
宝也能变得时尚起来，人们在享受充电宝便携
性的同时，也能彰显出自己的个性。

图为挪威
公 司 推 出 的

“充电钱包”。
资料图片

充满个性充满电
李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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