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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伊断交引连锁反应★

沙特和伊朗的此次冲突发酵得极为
迅速。沙特1月2日处死奈米尔后，当晚
驻德黑兰大使馆便遭到伊朗示威群众攻
击和闯入，沙特因此撤离驻伊外交官。
同时，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宣布，沙特
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责令伊朗外交
人员 48小时内离境。伊朗警方目前已驱
散德黑兰骚乱制造者，并逮捕了40人。

此事迅速引起了其他伊斯兰国家的
连锁反应。一方面“伊朗的受害国”纷
纷出来踩对手一脚，1 月 4 日，巴林王
国、苏丹先后宣布与伊朗断交，同一
天，阿联酋降低与伊朗的外交级别，5
日，科威特也召回该国驻伊朗大使。与
此同时，在印度北部和伊拉克许多城
市，爆发了数千人的抗议集会，谴责沙
特王室的行为，要求沙特皇室下台。

被孤立的伊朗也不甘落后，批评沙
特蓄意煽动地区紧张对立，企图转移对
国内问题的注意力，使馆被冲击只是借
口。为了避免两国关系紧张升级，美国
也出面调停，“呼吁各方冷静，有步骤地

解决问题。”
然而带头开启中东乱局“阀门”的

沙特对此并不“感冒”。有分析认为，美
国对传统盟友的忽视是沙特方面选择用
自身力量启动地区实力再平衡的关键原
因。路透社报道称，沙特表示对西方国
家不断容忍伊朗已经“受够了，并不关
心这次是否激怒了美国。”

★制造乱局 加剧争霸★

显然，沙特对自己当前在中东地区
的地位不太满意，才一改往日稳健、温
和的外交路线坚持“一意孤行”，引发此
次地区乱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与非洲
研究所研究员殷罡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

“沙特认为，伊朗核问题和巴沙尔问题的
最后结果都是由于美国的背叛行为，导致
自己在中东的牌局里输得太多。所以沙特
是有意激化矛盾，给美国出了道难题。”这
也确实让美国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美国
政府在再三权衡、兼顾不得的情况下，于1
月4日首次做出了“中立”的表态。

随着伊朗在打击 IS 中的高参与度和
美伊关系的逐渐改善以及国际油价的下

跌，沙特在中东的地位越来越尴尬，
加之国内什叶派的蠢蠢欲动，内政外
交都让沙特倍感焦虑。而往日亲密的
盟友此时也跟敌人走得亲密，显然再
指望不上。这种情况下，沙特拿老对
手开刀，争夺地区领导地位也并不是
奇怪的选择。
“沙特的搅局似乎取得了一定的效

果，让伊朗背上了攻击他国外交机构的罪
名，”殷罡说。没有了美国的插手，中东局
势在沙特的挑头下形成了火药味十足的
阵营对立。巴林指责伊朗“持续地、公然
地、危险地干预”海湾和阿拉伯国家的内
部事务，并称对沙特驻伊朗大使馆的袭击
是“对保持整个地区安全与稳定而言非常
危险的宗教政策”。

沙特制造的中东地区乱局，除了传统
的教派冲突外，又增添了争夺美国青睐和
国际事务参与度和话语权的因素，使得矛
盾进一步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副研究员田文林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两
方阵营的对立也使得这些矛盾日益明显
化，沙特和伊朗都有意利用某种势力来消
减对方的力量。”

★内外较量 前路未知★

伊朗显然是不想做出过激回应，破
坏与西方好不容易修复的良好关系，保
持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地位。但沙
特还没达到“搅局”的目的，是不会轻
易放弃这一次机会。那么，危机会上升

到开启整个地区冲突洪流“阀门”的地
步吗？

一些关键的地缘政治负面影响是不
可避免的，尤其是对政治解决叙利亚、
伊拉克、也门等地区问题恐怕是雪上加
霜。“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也可能借此
得到喘息机会，使得反恐局势进一步恶
化。俄罗斯 《报纸报》 网站刊文指出，
中东地区的冲突恐怕会带上越来越浓的
宗教气息，这也将降低围绕本地区最尖
锐的冲突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同时美欧等国还没有打消在中东地
区扶植代理人，以实现自身利益的一贯
理念。俄罗斯也看到了其中的机遇，抛
出“愿意在需要的情况下充当调解人”
的信息，背后试图借机强化俄罗斯在中
东地区影响力的目的并不难猜测。

中东内部的砝码目前看来明显有加
重的趋势。此次冲突中，沙特和伊朗都
表现出作为两方阵营领导者的号召力，
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区的势力角
逐中。田文林表示，沙伊的关系会呈现

“短期激化，长期缓和”的趋势。英国广
播公司指出，沙伊交恶无疑是给和平进
程敲响的丧钟。德国 《柏林日报》 认
为，中东正面临重新洗牌。

目前的危机暂时似乎是可控的，但
又能可控多久呢？美国 《市政厅报》 警
告，“前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以一些国家卷
入并且每个人选边站开始的。”全世界或
需警惕“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临”。

沙伊外交“熔断”——

中东乱局中东乱局““阀门阀门””会开启吗会开启吗？？
凌子琰凌子琰 李亚楠李亚楠

关于未来全球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一直有
着多种推断。最近，随着俄罗斯的高调出击，令
人不禁发问，单极世界终结的大门真的开启了？

据外媒报道，元旦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当
天签署了新版 《2020 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以下称《战略》），以取代2009年时任总统梅德
韦杰夫签署的版本。在新版的 《战略》 中，普京
首次将美国及其盟友称为俄罗斯的“政治对手”，
并称北约东扩是俄国家安全的威胁。

与 6 年前俄总理梅德韦杰夫签署的版本里并
没有明确把北约和美国描述为“威胁”或者“敌
人”不同，俄罗斯此次与“西方”阵营撕破脸式
的“叫板”令全世界都有些惊讶。美国五角大楼
对此回应称，美俄之间虽然有分歧，但美国并不
希望与俄发生冲突，俄罗斯无需视美国为威胁。

大国竞争归竞争，挑破“窗户纸”却多少有
些尴尬。普京的高调门，与近年来美国和其盟友
试图通过实施遏制俄罗斯的政策来保持自己在全
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脱不开关系。2010年美国战

略重点转向亚太，并实施“再平衡”战略，这种
典型的新时代冷战思维，目标指向明确，这无疑
给普京现在爆发的怒火埋下了原初的种子。俄罗
斯虽然没有了挑战美国霸权的足够“资本”，普京
也被更多地认为像个商人。但这头北极熊显然敏
锐地看到了当下世界力量格局出现的微妙转变，
并希望在西方的能量棒眼看着越来越小的时候抓
住时机，以主动“出击”的姿态争夺国际谈判桌
上更大的话语权。

站在另一个角度看，俄罗斯向世界玩家“强
势”宣告回归也能证明西方的“疲软”越发成为
不争的事实。试图吸收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
做法，本身就让普京拥有了调动国民情绪的绝佳
武器，最终成就了俄罗斯的强硬和普京政府的稳
固。同样，在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过程中，
普京的表现也足以传达出对西方世界设定中东游
戏规则毫不买账的态度。

进攻，谋得是“生”，而不是“灭”。普京将
战略选择由守势转向进攻，足以说明，“非西方”
世界自愿接受西方所界定的规则和秩序的日子，
恐怕越来越短了。俄罗斯会明目张胆地破坏美国
应对全球挑战的势力，但好在，普京依然清醒地
计算着利益得失，激烈的对抗手段在中短期内应
该仍不会成为现实。

北极熊不再掩饰

进 攻 企 图 心
宦 佳

★国际观察

机器人会不会有一天取代人工
呢？近日，日本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
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调查发现，49%
的日本劳动者可由机器人或人工智
能代替，而“不需要特殊知识和技
能”的职业最容易被取代。能够“取
代”这些职业的机器人，近年来也被
频频发明。

在这样的预测下，机器人取代人
工似乎指日可待，但在实际应用中，
机器人要抢我们的“饭碗”真的那么
容易吗？

农业生产中有许多“不需要特殊
知识和技能”的人力工作，比如在葡
萄园修剪葡萄枝。此前，法国的一位
发 明 家 发 明 了 葡 萄 采 摘 机 器 人
Wall-Ye。它不仅可以为葡萄树修枝
剪叶，还能智能的记录葡萄的生长数
据。但农业生产中，这类机器人并没
有得到广泛应用。机器人技术的“高
精尖”使其购买和后期维护的费用高
居不下，很多地少利薄的农业生产者
们不得不望而却步。

日本曾发明了一款情感机器人
Pepper，它不仅“能说”而且“会听”，
还能够通过人类的面部表情和语调

“读”出人们的情感。在日本，善解人
意的 Pepper 已经获得了雀巢公司的
青睐。但是，像正在发展和革新中的
其他智能产品一样，Pepper并没有人
们想象的那么完美。基于语音识别来
完成任务的它还不够灵敏，经常会对
用户的声音“置若罔闻”。伴随着技术问题的还有价
格的昂贵，在日本，一个Pepper的售价为2000美元，
使用者每个月还需要缴纳200美元的费用作为云端
的支持。对一个公司来说，使用一个 Pepper的费用
可以雇佣几个技术娴熟、交流无碍的服务人员，这
在目前看来并不划算。

如野村综合研究所在报告中所言，机器人取代
人工存在“技术上的可能性”，但若要真正实现这种
可能性可能性，，还需在技术上更完善还需在技术上更完善、、价格上更价格上更““亲民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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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前，人们举着标
语，参加关于枪支使用安全和防止枪支暴力的集会。

新华社记者 鲍丹丹摄
上图：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司法部长林奇商讨采取行政

命令控枪。 （图片来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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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月44日日，，伊朗民众在首都德黑兰举行集会伊朗民众在首都德黑兰举行集会，，抗议沙特处决知名抗议沙特处决知名
什叶派教士奈米尔什叶派教士奈米尔。。 艾哈迈德艾哈迈德··哈拉比萨斯哈拉比萨斯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阴云渐重：

安 倍 今 年 将 强 推 修 宪
本报记者 宦 佳

据日媒报道，日本两大在野党——在日本众院结成
统一党团的民主党和维新党 5日上午举行今年首次政策
协调会议，明确了双方应加速争取在各领域达成共识，
统一两党政策以迎接夏季参院选举，加强了与安倍政府

“对决的姿态”。
这无疑是对前一日安倍“修宪”言论的回应。据日

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4日上午在新年记者
会上表示，7月的参议院改选中会打“修宪牌”，争取拿
下参院 2/3 议席，为修宪扫除一大障碍。言论一出，就
令新年伊始的日本“人心惶惶”。

【抗议：声虚气弱？】
今年的11月是日本《宪法》颁布70周年。修宪势力

能否在参院确保总计 162 个议席这一国会动议的“门
槛”本就备受瞩目，而安倍在新年记者会上作出的“挑
战、挑战、只有挑战”的强势表态，也让其在参院选举
中打“修宪牌”的部署越发清晰显现。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安倍在谈及2016年夏季参议院
选举希望获得的议席目标时，表示希望自民、公明两党
获得“过半数席位”；同时也强调，将在参院选举中切实
呼吁修宪，加强国民性讨论。

言论一出，抗议立现。日媒报道，约有3800人在国
会议事堂前集会，疾呼“阻止安倍政府失控”。“不要破
坏宪法的首相”、“在野党共斗”这样的喊声一遍遍重复
着，但看上去并没有令安倍感到担忧。

对手们也表了态，但关注重点多少各有自己的“小
算盘”。在野党民主党前主席海江田万里警告称，如果日
本的经济未见好转，将会以打击安倍的修宪部署来作为
对执政党的惩罚；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则声称安倍是
在走向“独裁政治之路”，强调与民主党进行合作。

不过，这些反对和抗议的声音多少有些“疲软”。与
去年安保法被强行通过时相比，安倍政府面临的外界压
力显然“减轻”了不少。日本共同社去年12月底进行的
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为 49.4%，比
11月上次调查时上升1.1个百分点。

“当安保法被强行通过之后，实际上也已生米煮成熟
饭，虽然还会有民众继续抵抗，但已无法形成安保法通
过之前那样声势浩大的反对态势。”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安倍清楚地计算到必须挽回支持率以实现自己在参院选
举中夺取胜利的目标，而他采取的做法，是交出了外交
和民生方面一些还算不错的“成绩”，转移民众的注意
力，缓冲执政党的压力。

【修宪：板上钉钉？】
那么，安倍的“如意算盘”能拨响么？

“应该说参院选举的结果目前基本是可以预期的，至
少自民党还没有遇到足够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
研究所日本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由于安倍现在的名义支持率较高，而在野党又
提不出更有力的理念，因此从目前的态势看在野党“翻
盘”的机会恐怕不是很大。

在野党的元气毕竟依旧没有恢复。作为战后最重要
的一次参院选举，安倍为今年夏天这场仗谋划已久，执
政党已经获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席，如果此次参院选举也
拿下了 2/3 多数，那么日本战后第一次修订宪法恐会是

“板上钉钉”的事。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刘江永预测，选举的结果应

该有四种可能：一是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才能取得参议
院的过半数；二是自民党有所“突破”，单独过半数，继

续拉着公明党或者其他右翼政党搞修宪；三是自民党单
独地直接拿下 2/3 席位；四是在野党联合起来，彻底翻
盘，将自民党打下去。“应该是还是第二种的可能性最
大。”刘江永称。

修宪无法一蹴而就，最终决定权还是掌握在日本选
民的手里。“安倍从制度上取得参院选举的胜利是其修宪
目的达成的关键一步，接下来就是交给国民讨论修宪的
必要性。”吕耀东认为，不管安倍的“新三支箭”最后有
没有效，但在野党如果提不出什么更好的理念主张，恐
怕想要拿走安倍那里的国民选票还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挑战：不确定的未来】
世界秩序目前处于又一波的动荡之中。在安倍政权

带领下的日本，要想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保证在现有
的国际秩序中降低风险，短期的“表面成绩”看上去很
美，但长远的战略未来越来越模糊。

一方面，是安倍的调门唱的挺高：据日本共同社报
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强调“今年将是日本外交引领世
界的一年”，并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日
本经济新闻》指出，上半年的七国 （G7） 峰会将成为安
倍在今夏举行参议院选举前展示外交成果的良机；美联
社则报道，安倍也表示希望上半年日本与中韩两国关系

“正常化”方面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
另一方面，安倍在经济和安全上想打的“牌”却也

同时是不可控的风险：日本对于国际经济的高度依赖和
外交上被美国的“掣肘”恐怕会给安倍能做的选择带来
局限。

“2016 年日本内外面临的最基本的情况就是不确定
性非常明显。”刘江永分析，近期的沙特伊朗外交危机带
来的油价反弹，以及日元的走高都将会对日本经济造成
冲击，影响安倍经济学政策目标的实现；而 3月份安保
法实施之后，一旦美国要求日本“投桃报李”，在反恐问
题上“出力”，那么没有了法律盾牌的安倍政府可能面临
着到底是要打击恐怖主义、还是留住日美同盟这样的选
择困境，引发民众再次爆发对安倍政府质疑的高潮。

安倍政府总要给修宪找些必要性的根据的。但最后
能否成功“控制”这些理由和借口，恐怕还是一个未知
数。

俄罗斯新闻频道1月6日消息，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
拉·穆阿利米称，若伊朗停止干涉别国内政，沙特将与其恢复外交关系。
但同时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回应伊朗的指责时又称：“30年来，伊朗犯
下的罪行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奈米尔的思想与本·拉登一样，是死
有余辜。”这也使得中东的“乱局”更加扑朔迷离。

此前，沙特在1月2日以恐怖主义罪名处决了包括知名什叶派教士
奈米尔在内的47人，引发了中东乃至全球什叶派穆斯林的抗议浪潮，也
引发了中东“角斗场”新的力量格局争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