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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奥巴马的一周

对于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而
言，过去的一周是值得庆祝的。一直
以来被认为是“跛脚鸭”的总统突然
一个大翻身，几项在他任期内主推
的法案连连告捷——

6 月 24 日，继众议院之后，美国
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PA）在参议院
以 60 票赞成、37 票反对的结果再下
一城，僵持已久的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议（TPP）终于驶入“快车道”。

《纽约时报》指出，这是奥巴马
过去19个月工作中最艰难的战斗之
一，如今奥巴马获得了一场来之不
易的胜利。

6 月 25 日，一直备受指责的“奥
巴马医改法案”得到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2/3大法官支持，通过裁决的方
式，使联邦政府发放医保补贴的行
为得以继续。

6月26日，同样是联邦最高法院

的裁决，同性恋婚姻合法成为了极
具跨时代意义的一刻。美联社更是
报道称，最高法院关于同性伴侣有
权在全美各州结婚的裁决使得正义
在这一天“石破天惊般到来”。

“同性恋权利、医改法案和改变
美国的一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以这样的标题发文称，“这个
时代正在飞速地发生变化。”然而，
它的影响，或许才刚刚开始发酵。

遗产背后的故事

一石激起千层浪。3项法案的连
续发招，不仅激起了美国社会的层
层涟漪，更对当今美国政坛产生了
深层影响。自从去年年底共和党完
全掌控国会山参、众两院，奥巴马的
日子并不好过，而3项法案的连连破
冰，更显得耐人寻味。

“这里面存在一个怪异的逻辑，
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获胜反倒对
奥巴马的具体法案非常有利。TPA

一直为共和党所支持，而其此前在
众议院的受挫，主要原因则在民主
党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院长金灿荣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
示，“现在呈现出一种十分吊诡的状
况，同性恋合法和医改法案的通过
是最高法院介入政治的结果。这次，
最高法院帮了奥巴马。”

美国政治的鲜明特色又一次彰
显。而在大选年即将到来的时刻，作
为民主党的护旗手，奥巴马能否用
他的“遗产”为其赢得更多选票？

以医改法案为例，美国《新闻周
刊》曾刊文称，希拉里若想赢得总统
大战，必须先解决好奥巴马医改的
问题。而此次奥巴马的顺利过关，势
必会令早在 2008 年就曾打过“医改
牌”的希拉里好过一些。

然而目前，在希拉里面前的路
还尚未平坦。有分析认为，共和党仍
将在国会以及2016大选的造势活动
中不停抨击奥巴马的医改法案，以
激励右翼选民并筹措选举资金。

藏于其中的暗示

随着新一轮大选锣声渐密，若

单想从 3 项法案的通过来看大选走
势，还为时尚早。然而这其中，或许
潜藏着对美国政坛乃至其外交政策
的暗示。

首先，有关3项法案的美国民意
正在“左转”，开始影响美国选前的
政治生态。据 CNN和欧维希国际市
场调研公司的民调，有63%的美国人
认为同性婚姻应该受到宪法承认，
而在5年前，这个数据还只有可怜的
14%。另有 43%的美国人选择支持

“奥巴马医改”，而在上一个大选年，
这项被总统候选人罗姆尼骂为“恶
法”的法案还遭受着违宪的起诉。

此外，作为其中唯一一个涉及
外部事务的法案，TPA 的影响因子
也在持续增加。“奥巴马这届政府在
外交上的重要一笔即亚太地区的再
平衡战略，TPP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表示，“在美国
经济温和复苏的前提下，假若希拉
里日后上台，势必还将延续奥巴马
的政策，进一步收缩美国力量，依靠
盟友和伙伴力量。”

如今，奥巴马的“遗产”已经
令美国惊叹连连。接下来究竟如何
走，还要看民主党继承者能否继承
好“遗产”，直面共和党人逐渐发
力的激烈挑战。

欧洲足球俱乐部的教练应该考
虑给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一个合适的
位置，一是因为政客惯于踢球。二是
他知道在什么时候起脚更有威胁。

在 6 月 27 日召开的紧急会议
上，欧元区18国财长拒绝延长月底
到期的希腊债务救助协议的期限，
这个决定让希腊财长摔门而去。

这与事前激起的巨大希望形
成强烈反差：会前各方的一系列表
态都意在达成一份“完美”的协议：
希腊得到救助，欧盟免于解体。

当对方球员包抄而来时，齐
普拉期选择起脚“射门”，在电视
讲话中提议 7 月 5 日就该国拟于
国际债权人签署的协议举行全民
公决。

这脚具有专业水准的射门直
攻欧洲死角。去年 9 月举行的苏
格兰公投，至今还让欧洲领导人
心有余悸。

前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早
在 2010 年就曾指出，民族主义是
欧盟面临的最大敌人。这话到现
在还具有现实意义。

齐普拉斯用“民主”的方式来
应对债务危机，希望以此来化解
国际债权人的压力，却推卸了自
己作为政治领导人带领民众走出
危机的责任。

这种做法并不值得赞许。它
追随苏格兰而会再次掀起欧洲分
离主义的波澜，从而告诉世人：欧
洲政治精英们建立的架构并没有宣称的那么理想。“欧
洲计划”（即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本身的
美誉度和接受度正在遭受着磨损。

英国首相卡梅伦早就提出要求，就英国的欧盟成员
国身份重新谈判。前财政大臣拉蒙特还在其《每日电讯
报》的专栏中庆祝，自己在1991年做出不加入欧元区是个
多么正确的决定。

这种局面对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来说非常危险。如果
迫使希腊脱离欧元区，或者退盟，那各种政治和经济后果
都将一片混乱。

欧洲大陆上的不满情绪正在迅速抬头。在去年的欧洲
议会选举中极右翼势力和反欧力量的壮大已经引发执政者
的警惕。在上周的丹麦议会选举中，极右翼的丹麦人民党势
力大涨，也提供了新的证据。

希腊危机走到如今这地步，允许希腊进入欧元区的政治
人士犯了错误，早些时候对希腊采取笨拙的救援措施的另一
批政治人士也有责任。

但现在不是互相指责的时候。5年来，希腊和欧洲债权人都
从对方那里获得了如此多的让步，现在不管哪一方有勇气退
让，作为回报，都应该得到赞誉。

欧洲理事会主席和齐普拉斯都称，希望希腊故事有一个快
乐的结局，但关键是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说。

责编：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5年6月30日 星期二 环球扫描

恐怖阴云再次降临

6月26日，法国、突尼斯、科威特这3个处于不同大
洲、看似无甚关联的国家，却一起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
点。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天遭遇恐怖袭击的黑
暗经历。

当天，法国东南部的一家天然气厂遭到袭击并发生
爆炸，导致一死数伤。法国总统奥朗德随后表示，这是
一次“纯粹的恐怖袭击”。

几个小时之后，在北非国家突尼斯著名的旅游城市
苏塞，两名武装分子在一家酒店的海滩对人群进行扫
射，造成至少38人死亡，36人受伤。

而在海湾国家科威特，一座位于首都科威特城的什
叶派清真寺几乎同时发生自杀式炸弹攻击，至少 27人被
炸死，200多人受伤，这是科威特9年来遭遇的第一次恐
怖袭击。

同一天，3个国家，60多人死亡，200多人
受伤，它们的背后有同一个恐怖的黑影，“伊斯
兰国”。

据报道，“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事后通过社
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对发生在突尼斯和科威
特的两起袭击事件负责。有消息人士称，法国
的恐袭现场也出现一面“伊斯兰国”旗帜。

而就在 3 起袭击发生的几天前，“伊斯兰
国”极端组织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
曾号召该组织的支持者在斋月期间向世界各地
发动袭击。另据报道，“伊斯兰国”原本还计划
在27日伦敦的军人节巡游中，对英国士兵及观
众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

在成立 1周年的特殊节点，“伊斯兰国”极
端组织不仅接连攻下叙利亚巴尔米拉、伊拉克
拉马迪、沙特盖提夫以及也门萨那等重镇，更
在西方国家再次掀起一片恐怖主义的阴云。

偶然中有其必然

“ 这 3 起 恐 怖 袭 击 事 件 ， 偶 然 中 有 其 必
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认为，近年来科威特一
直较为平静，突尼斯在中东转型进程中政局也
相对稳定，在这两个国家发生恐怖袭击多少有
些出人意料。然而，这背后实际都与目前中东
局势混乱，极端恐怖势力滋生，尤其是“伊斯
兰国”极端组织发展壮大存在必然关联。

自2014年6月正式宣布“建国”以来，“伊
斯兰国”极端组织植根于中东乱局的土壤，趁
着该地区各国国内局势动乱、国家之间冲突不
断的空隙，快速壮大势力。

“目前，国际社会在打击‘伊斯兰国’的问
题上虽然达成一定共识，却仍各怀心思，西方国家不愿
投入过多精力，中东地区主要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矛盾，
这都使得‘伊斯兰国’的力量始终没有被削弱，问题反
而越发严重。”田文林认为，此次“伊斯兰国”在诞生 1
周年之际在多地制造恐怖袭击，目的正是进一步扩大自
身影响，并在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制造恐慌。

而相比此前在某个地方发生的单一事件，这一次多
地同时发生恐怖袭击，无疑让西方国家更为心惊肉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伟建认
为，这也表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策略正在发生变
化。“相比兴起之初，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公开地攻城
掠地，随着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共识，该组织也开始调整
策略，逐渐转向一种更为分散、隐蔽的进攻态势，以

‘独狼式’袭击这样代价更小的方式在整个世界制造
更大的影响。”李伟建指出，这也将给西方
国家安全形势以及国际反恐行动

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

谁都可能是下一个

如今看来，诞生1年之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仍
是西方安全的一大威胁，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或将在
未来成为其恐怖袭击的枪靶。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埃德·罗伊斯日前
就表示，3起袭击事件标志着“伊斯兰国”的威胁已经
产生了外溢效应，未来其活动不再局限于伊拉克和叙利
亚，中东、欧洲、美国等地区都可能出现新的恐怖袭
击。

“此次科威特作为海湾国家，也受到恐怖袭击的波
及，意味着在中东局势混乱的大环境下，危机会不断
外延。”田文林也认为，极端分子活动的轨迹和范围
正在扩张，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而这已然牵动起西方国家的敏感神经。
美国联邦调查局日前发出警告，称极端组织可

能在 7月 4日美国独立日时发动袭击，美国国土安
全部为此调整了保安措施。而英国首相卡梅伦 27
日也针对突尼斯恐怖袭击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警
告英国面临非常严重的安全威胁。

另据 BBC 报道，美国白宫于 6 月上旬宣
布，将向伊拉克增派 450名军事顾问，使得在
伊拉克的美军增加到3500人。

但这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光靠军事打击或是加强防范无法真正改变
目前的局面，这是一种被动的对策。”李
伟建认为，如今中东地区正处于重新整
合的阶段，各方力量博弈使得“伊斯
兰国”极端组织及其极端思想得以在
夹缝中滋长，而只有国际社会真正
实现协同行动，共同推进该地区
热点问题的解决以及局势的稳
定，才能从根源上铲除“伊
斯兰国”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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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6月正式宣布“建国”以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已成为全球安全的一大威
胁。虽然美国等多国联合部队已对其进行空袭等军事打击，然而一年之后，它依然是中
东以及西方国家的心头之患。此前多名西方国家人质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斩首的阴
霾还未散去，日前同时发生在法国、突尼斯、科威特三国的恐怖袭击再次以最为惨痛的
方式提醒西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依然活跃，恐怖主义的威胁近在眼前，难题重重。

图为 6 月 26 日，科威特一座清真寺遭爆炸袭击，
造成至少27人死亡。 图片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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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当地居民绿色出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政府决定从6月29日开始，
试行将包括安斯波大街在内的市中心核心区数十条大小街道改为非机动车道。

图为 6月 28日，在布鲁塞尔主干道安斯波大街上，两名少年下巨型国际象
棋。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摄

布鲁塞尔主干道 变身“民众乐园”布鲁塞尔主干道布鲁塞尔主干道 变身变身““民众乐园民众乐园””

33项法案项法案
为为奥巴马奥巴马加分加分

何思琦
随着城市越来越大，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也必须在路上花费更多的时

间。为了提高“路上幸福指数”，又有一批高科技产品面世了。
有车一族肯定有过同样的烦恼，那就是开车时发现前方有一辆大货车。货

车速度慢、体积大，汽车想超车却看不清前方路况。为此，韩国某公司新推出了
一款“安全货车”装置。装置包括货车前部的摄像头和尾部的显示屏两部分，前
方路况会通过摄像头实时转播到显示屏上，让后面的车可以借此看清路况，选
择合适的时机会车或超车。

如果你觉得开车太累，为什么不试试无人驾驶汽车？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原
型产品于近日在美国上路测试。加速、减速、红绿灯……路上的一切都交给智能

系统解决，你只要喝杯咖啡看张报纸就能到达目的地。
当然，为了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量，专家鼓励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

行”。最近，英国就研发出一辆使用新型清洁能源的“绿色”公交车。这辆车靠牛
粪产生的甲烷作为动力，并在试跑时跑出了 124公里的时速，一改人们对公交
车“蜗牛爬”的印象，向世人证明“绿色”车也能跑得快。

如果你是科幻迷，一定会爱上这款由美国某汽车品牌日前发布的磁悬浮滑
板。它能够利用磁悬浮原理悬浮在地面上方几厘米的高度，不需要用脚蹬地就
能前进，让你的出行酷炫无比。

天气渐热，懒得出门但又想买个东西时怎么办？美国某公司刚刚推出了一
款私人用的快递无人机，用户只需通过手机选择飞行路线，并联系店家将货物
固定在无人机上，就可以把东西送到家。

怎么样，看到这些新产品，你有没有想要马上去体验一把的冲动？心动不如
行动，就让这些层出不穷的高科技产品不断提高你的“路上幸福指数”吧。

科技助你
幸福一“路”

林思含

科技助科技助你你
幸福一幸福一““路路””

林思含

图为6月28日，悼念恐怖袭击遇难者的花束埋放
在突尼斯苏塞“皇家马尔哈巴”酒店的海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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