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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二连三遭威胁

据报道，4 月 8 日，法国国际电视五台 11 个频道在
几个小时内全部被黑客攻击。攻击者自称效忠“伊斯兰
国”极端组织，并对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参与打击“伊
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法国军人家属发出威胁。

法国国防部官员此前曾表示，法国政府几乎每天都
会接获与恐怖袭击相关的警报，极端分子对于法国的威
胁“永远存在”。

不仅是在法国，如今整个欧洲都面临着日趋严峻的
恐怖主义威胁。

就在毗邻法国的“欧洲首都”比利时，根据官方披
露的消息，目前每周都有至少两名比利时人前往叙利亚
参加“圣战”组织。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警方4月7日也在巴塞罗那及
附近地区抓捕11名恐怖主义嫌疑人，他们不仅打算参加

“圣战”组织，而且还正计划在西班牙国内发动恐怖袭
击。

甚至是素来平静、稳定的北欧，也在今年短短几个
月频繁经历恐怖袭击或恐怖威胁的噩梦。

2 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接连发生两起枪击事件，
其中一起被丹麦首相托宁·施密特定性为“一场以政治暗
杀为目的的恐怖袭击”。4 月初，《纽约时报》 又报道
称，在挪威腓特烈斯塔的一个小镇，已有 9名年轻人相
继奔赴叙利亚这个“圣战”组织的大本营。

英国军情六处前局长约翰·索厄斯此前直言，目前恐
怖主义对欧洲构成的安全威胁堪比冷战。

社会问题引爆发

“虽然恐怖主义的安全威胁在欧洲一直都存在，但今
年态势出现了激化，或者说是面临失控的风险。”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分析称。

“反恐”警报频频响起，欧洲大陆如今为何总是成为
恐怖袭击的靶子？

专家分析认为，追根溯源，恐怖主义在欧洲大陆的
滋生和蔓延与社会经济大背景密切相关。欧洲社会长期
存在的移民融入困难一直未得到改善，为极端思想的扩
散提供了土壤。

“事实上，面对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法国等欧洲国
家之前也曾推出多元文化政策。但是，这种政策遭到来

自本土文化的抵制与反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

行。”崔洪建指出，多元文化政策在一些欧洲国家的推行
受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始终处于
紧张关系。

此外，近年来欧洲经济的一蹶不振，也使处于社会
边缘的移民群体首当其冲。据 《金融时报》 日前报道，
目前欧元区的失业率仍高达 11.2%。外来移民的就业情
况更是不容乐观。“生存状态难以得到改善，就会进一步
激发移民群体对于社会的不满。”崔洪建说。

而这些矛盾恰好为国际恐怖主义传播极端思想提供
契机。此前就有分析指出，法国《查理周刊》杂志社的
悲剧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极端分子的报复行动”，还是欧
洲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长期积累后的爆发。

同时，一些欧洲国家近年来追随美国在中东地区采
取的军事干涉政策以及此前对“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
打击力度的加大，更使其不可避免地登上恐怖组织的

“黑名单”。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这一两年间的迅速崛

起，也在某种程度上给长期潜伏在欧洲大陆的恐怖主义
和极端思想提供了一个强烈的外部刺激。”崔洪建说。

加强协调凝合力

如今，恐怖主义的威胁已成为欧洲大陆挥之不去的
梦魇。“欧洲的恐怖主义问题，不仅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区
域的问题，而且具有泛欧洲化的特性。”崔洪建
说。

更为严峻的是，外部的极端组织刺激结
合内部的极端思想根源，使欧洲近来受到的
恐怖主义威胁正由偶发性较强的“独狼
式”袭击逐渐向有组织、有一定必然性
的 恐 怖
袭 击

转变。
“欧洲国家现在应该重新检讨它们的政策和法律，以

应对这样一个挑战。”欧洲移民政策研究所所长伊丽莎
白·科利特说。

目前，欧洲国家陆续出台多项与反恐相关的政策法
令。法国、德国、丹麦等国就相继立法，赋予警方没收
国民护照和发布中东旅游禁令的权力，以防止本国公民
前往中东参加“圣战”组织。法国还于上月依照新反恐
法，下令封锁5个涉嫌纵容恐怖主义的网站。

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促使欧洲各国呈现出联合反恐
的趋势。在今年 1月为法国《查理周刊》杂志社遇袭事件
举行的反恐大游行上，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
英国首相卡梅伦、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
席容克等政要悉数参加，表明共同反恐的立场。

“然而，现在的难点是，欧洲内部各国的边界是相互
开放的，可是各国对于恐怖主义的认识并不一致，反恐
政策也不协调，仍然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反恐战略。”崔
洪建指出，欧洲各国只有在反恐技术、反恐战略乃至移
民政策、网络安全等层面进一步加强协调，才能真正形
成一股合力，驱散恐怖主义
的阴云，打赢这场反恐的
持久战。

频频遭袭频频遭袭

欧洲如何打赢反恐持久战欧洲如何打赢反恐持久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瑜瑜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国际电视五台上周遭到自称效忠“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黑客
的网络攻击。继今年年初法国《查理周刊》杂志社遭遇恐怖袭击后，恐怖主义的阴云再
次席卷法国，弥漫欧洲大陆上空。欧洲何以频频成为恐怖主义的标靶？

12日，希拉里正式宣布竞
选美国总统，再次向第一位美
国女总统的目标冲刺。她曾经
的竞争对手、后来的顶头上司
奥巴马则开始感受到日益迫近
的压力。没错，各位总统候选
人相继宣布竞选，事实上在提
醒奥巴马：时间不多了，想让自
己的8年总统生涯留下点什么，
得抓紧了。

上周末，最引人关注的事
件之一当然是美国总统奥巴马
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
的握手。这是两国断交半个世
纪以来的首次正式会晤。虽然
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但是，会晤本身已经足能担得
起“历史性”的描述。

与古巴关系“破冰”或许
能够成为奥巴马的“外交遗
产”之一。但是，要解除对古
巴贸易禁运，奥巴马需要说服
国会“高抬贵手”。而对于“跛
脚”总统奥巴马而言，这无疑
难度极大。

奥巴马与国会的关系最
近因为伊核谈判闹得越发不
愉快。伊核谈判曾一度被认
为会是奥巴马最灿烂的“外交
遗产”。本月初，伊核谈判框
架性协议谈妥，世界本该看到
希望，但是各方对协议的不同
解读令伊核谈判的前景更加
扑朔迷离。这些不同解读也
加深了美国国会的疑虑。以
麦凯恩为代表的众多反对人
士毫不客气地展开了对奥巴马政府的质疑。

事实上，伊核谈判不仅让奥巴马政府与国会之间
关系紧张，也让包括“亲密盟友”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地
区盟友惴惴不安。如今，在美国的传统外交战略重地
——中东地区，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全面
失分。想在中东问题上留下点让人称道的“遗产”，奥
巴马似乎只能抓紧伊核谈判这根看着就让人揪心的

“稻草”了。
本该让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加分的是“亚太再

平衡”战略。世界的发展大势不可阻挡，全球金融
危机之后，蓬勃发展的亚太地区魅力尽显，世界的
中心无疑正在转移到该地区。奥巴马政府顺应时
势，调整战略，本该赢得赞誉，但是，迄今为止，几乎
所有的智库、研究机构都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不
太成功。TPP 谈判的阻力重重与亚投行“朋友圈”
的不断扩大真正让奥巴马政府体会到了压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亚太再平衡”
的努力。上周，美国防长卡特首访亚洲，直奔盟友
日韩。一边保证将扩大与日本在防务领域的合作，
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日本发挥更多作用的期待；一边
又对亚洲领土争端军事化以及中国在南沙群岛填
海造地的正当行动表示关切，继续挑动相关各方的
敏感神经，让人难免有“唯恐天下不乱”的联想。

目前看来，对于奥巴马而言，无论是“后
院”拉美，还是传统外交战略重点中东，或是如
今最新重点亚太，想留下点灿烂的“外交遗产”，
着实不太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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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军购：

“大手笔”中有新变化
张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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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纽约时报》报道，10日印度总理莫迪在和法国总
统奥朗德会晤后宣布，已原则上同意从法国购买 36架“阵

风”战机，相关的合同和交付条款也正在商谈之中。近年
来，印度在军购上频频出手，表现出其强军之心的明朗和坚

定。

印度军购频现大手笔

经过3年多的谈判，印度最终敲定了购买法国战机合同，再
签下一笔军购大单。

有分析认为，近年来，印度军购总额一直走在世界各国的前端，
在国防采购项目上屡现“大手笔”，活跃程度可以说是有目共睹。

据美联社8日报道，全球著名的IHS公司发布年度全球军火贸
易报告指出，2014年印度以58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武器进口国。

近年来，印度已从俄罗斯购买了包括苏-30MK、米格-29K在
内的价值上百亿美元的战斗机。除此之外，印度还曾出资 13亿美
元从俄罗斯购入了大批米-8MT和米-17直升机用于其边境防卫。

近 5年来，印度从其重要的武器进口国美国购入了包括 10架
波音公司生产的C-17运输机以及6架C-130J运输机，印度海军部
队则获得了8架海上多任务反潜巡逻机。

据路透社报道，印度政府去年10月还向以色列采购8000余枚
“长钉”反坦克导弹以及超过 300 个发射装置，合同总金额约为

5.25亿美元。

考虑多因素 缺乏安全感

印度不惜血本地进行军备采购，努力跻身“世界武器进
口强国”行列的背后，是基于国家经济实力、国家安全战略
以及国际外交地位等多重因素的考虑。

如此大规模地进行武器进口，必然离不开经
济后盾的支持。根据印度中央统计局近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2014 财年印度经济增长率为
6.9%。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
任赵干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印度经济的确
在复苏，去年三季度的 GDP增速在金砖国
家中仅落后于中国。这为增强军队实力奠
定了财政基础。

同时，存在不安因素的外部安全环
境也时刻刺激着印度敏感的神经。

有分析认为，虽然自 1971 年之
后，印巴没有再爆发大规模战争，
但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仍
未间断，双方根本矛盾也没有得

到解决。南亚局势仍是“暗藏激流”，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
性。印度欲通过海外军购扩充军事实力，威慑和压制对手，也是促
使印度积极进行海外军购的原因之一。

此外，乱局不断的国内形势，也使印度时刻充满了不安全感。
《印度国情报告 （2012-2013）》指出，恐怖主义仍是印度国内安全
的首要威胁。非传统威胁难消，恐怖袭击不断，加深了印度对于军
备实力提高的诉求。

要武器也要技术

事实上，印法就战斗机采购问题谈判期间，印度曾出现态度摇
摆情况，甚至一度传出印度将“弃法投俄”或与法国合作研发苏
35战机的消息。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印度近年来的海外军购状况、与法国在
合同上的分歧，以及谈判期间在法俄两国之间的摇摆态度，均反映
了印度在大手笔军购上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从过去的单纯进口武器，到开始要求转让技术，再到要求在本国
生产，印度开始意识到依赖进口可能存在不确定因素，注意发展本国
军工业。赵干城表示：“近几月来，印度在向国外购买先进武器装备
时，也要求部分在印度国内生产，而且出口国必须转让相关技术。此
次‘阵风’战机购买协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也有分析认为，印度利用海外军购在大国之间大搞“平衡术”，寻
求国际政治利益。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印度扩大武器来源国范围，也加
速了军购多元化。同时，此举也是借助与美俄等国巨额军购，使其
具有了提高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基础，也使其能够在美俄之间权衡利
弊，改善国家间的关系，不但不得罪任何一方，反而成为大国争抢
的“香饽饽”，从另一方面助力印度实现“大国梦”。

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人的应用领域越来
越广。如今，不少智能机器人已经走进人们的
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得力帮手”。

你可曾为工作忙碌无暇做饭而烦恼？你可
曾为把握不住做饭的火候而发愁？美国一家设
计公司研发出一款自动烹制机器人。这种机器
人的拿手好戏是煮面，它的机械臂能自动将食材
分类并投入锅内，身上集成的各种传感器能保证
以最精准的温度烹饪食物。如果要烹饪不同种
类的食物，只要给机器人输入不同的程序就可
以。这款机器人让人们轻松享有家备“私人大
厨”的体验。

机器人不仅能减少人们在厨房消耗的时间和
精力，而且能在住宿领域大显身手，解放不少劳动
力。日本豪斯登堡集团日前公开了一个新的酒店
项目——使用机器人美女在前台接客。这种机器
人还全面承担了酒店的各种工作，包括前台接待、
行李搬运、房间清扫等等。酒店通过使用机器人，
把人员费控制在原来的1/3到1/4。

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不仅能减轻人们生活和
工作的负担，还可以为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养宠物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包括养金鱼也

是。怎样让鱼缸里的鱼儿保持活力？美国赫
宝公司推出了一种机器金鱼，可以在鱼缸里
一直“活着”。这种金鱼有五种颜色，内置
LED 灯，肚子里面有传感器令其知道它自己
的位置所在，据说有 15 种预设的游泳线路。
当鱼儿进入休眠状态时，用户只要碰一下鱼缸，
它们就会醒来。

家里有个能随时“聊天”的“人”，想必会令不
少人高兴。日本软银与法国
一家公司共同开发了一种
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内置
各种传感器和语音识别系
统，可对人类的手势和语言
做识别，具备了与人沟通的能
力。更大的亮点在于，这种机器人
能对人类语音音调和表达方式做分析，
实现了解人类情绪的目的。

各式智能机器人的问世，给
我们的生活添加了新的帮手，
为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
乐趣。

图片来源：昵图网

机器人成了生活“新帮手”
杨璐璐

4月11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宪法大道
举行樱花节游行，庆祝一年一度的樱花
节。图为一支参加樱花节游行的队伍拉
着樱花样式的气球。 新华社/法新

图为图为““阵风阵风””战机战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