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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在治国理政上亮点频现。在国际舆论的眼中，中国的国家实力与
影响力处于同步扩张状态，而逐步建立起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也令国际舆论
转变以往观念，开始更多地用欣赏的姿态期待中国的未来。

“全球角度上看，国家繁荣富强、民族昌盛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认识。
中国有着不输西方的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并且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话语能力，并再次彰显同化他人
经验的非凡能力。”《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认为，中国在设计自己的“梦想”时，并没有照
搬外国的样板，而是在借鉴他人模式时更加专注于自身的传统。如今，进入中国“十三五”规划的
开局年2016年，“中国梦”如何进一步演变为精彩的现实，国际舆论议论纷呈。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总结
起来就是治国理政的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方案”重点在哪？
法国《回声报》网站日前刊文称，“深改小组两岁了，这两年干

了不少事”，这或许是外媒解读的一种答案。该文章称，对于中国来
说，现在的时间非常紧迫，2016年中国能否熟练驾驭模式转型，完
成举世无双的“平衡术”表演，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在国际观察家们看来，尽管
中国对“十三五”的改革方案做了整体的部署，并强调“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但如果没有政治层面的
改革和转型，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改革就无法彻底实现。

被誉为“中国通”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在美国 《时代》
周刊网站刊文指出，过去三年，中国高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
模的反腐败运动；在2016年，反腐工作仍将是一项“优先考虑的核
心任务”，而且对保持党的合法性至关重要。

英国《卫报》也预测称，“尽管可能付出一定代价，但中国政府
继续扩大反腐行动”。

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
年的观点称，新一年中国在体制改革方面的制度建设最为引人关
注。他指出，以中纪委为核心的反腐败体系基本建立了起来，改变
了过去权力过于分散的问题，老百姓可能对“打老虎”不再那么感
兴趣了。

显然“严守规矩”对于中国治国理政的影响不止于政治层面。
美国 《华尔街日报》 援引华盛顿智库欧亚集团的一篇分析报告认
为，中国的反腐行动不会很快结束，且从长期来看，反腐对中国的
经济有积极意义。

路透社则指出了实现政治透明度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全面
依法治国”。《纽约时报》 统计，过去两年里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在开过的19次会议中，有13次都涉及到了司法改革。

对于此，郑永年分析，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提倡
司法专业主义、建立跨区域法庭等都是所需继续推进的领域。《纽约
时报》 的文章分析称，未来继续尝试其他举措的同时，不要忘记困
难。至少，“法官职业化的举措凸显了改革者将面临的一些根深蒂固
的挑战。”

“延续传统，制定新目标”。过去的一年里，“全面深化改革”作
为实现发展活力的重要手段，引起国际舆论广泛关注。英国《经济学
人》指出，“简政放权方面的改革受到普遍的欢迎，直接带动了中国
经济增长与就业。”

2016 年，这一主动超越传统“机械规则”的趋势将更加深入。
日本 《外交学者》 杂志网站日前刊文称，中国在 2016年将主要通过
降低税费、提高行政审批效率、降低社保负担来实现减少企业成本的
目标，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该杂志认为，“通信、电子商务、新能
源行业正在持续增长，新兴产业也将继续得到促进，并且相关的外国
投资额也在不断扩大。”

不过，这种转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刊
文称，这种调整需要中国进行“大刀阔斧的结构性和政策改革”。更有外
媒指出，改革的难点首当其冲就是国有大企业的重组。法国《回声报》网
站刊文称，这些能源、金融和矿业领域的“工业猛犸象”债务违约现象逐
渐增多，而中国政府也表示，2016年将放弃其中的“僵尸企业”。

对此，不少国际声音都认为，为了保持经济活力，中国在致力于
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更加希望通过“万众创新”激发新的增长
点。“过去的 2015 年可以说是中国推动‘创新驱动经济’战略的元
年。”《日本经济新闻》近日刊文称，中国提出了加强自主研发战略并
制定了到 2020 年实现“创新型国家”的长远目标；而政策的推动、
丰富的科技人才总量以及不亚于美国硅谷的拼搏精神给中国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创新局面。

如泰国《民族报》所言，“外界的普遍共识是，中国的改革之路
需要对生产体系的主要支柱进行根本性重建。并且政府的调控应该集
中在打击腐败、减少交易成本、推动竞争、降低准入门槛、减少过剩
产能等方面。”

另一个绝妙的创新切入点，或许是中国对大力发展“互联网+”
的提倡。美国《评论汇编》杂志称，这些创新公司可以更快地将自己
的新想法转变为商业产品，而且花销更小。“中国的创新模式可能变
成全球标准。”该杂志认为。

英国 《金融时报》 中文网发表瑞银投资专家陈敏兰的评论称，
2016年亚洲经济增长会跟随中国的脚步趋缓，但在中国大力发展以
互联网和服务业为代表的产业之际，亚洲互联网和高增长消费服务行
业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治党——严守规矩进入“深度时间”】

【理政——改革创新激发更大活力】

【民生——发展红利强调协调共享】【民生——发展红利强调协调共享】

改革的窗口期并不会太长。英国 《独立报》 网站日前刊文称，
“之前中国的增长模式让家庭和工人在GDP中所占比重较低，当前的
经济再平衡举措将要求改善财富分配方式。”英国《金融时报》网站
则刊文称，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指出，“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
把“蛋糕”分好，中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

但就改善分配、减少贫困而言，今天中国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复杂
的局面。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刊文指出，未来需要“重新打造成
本更加高昂的扶贫政策”，并且若接下来的减贫工作没有配套的消除
不平等措施的补充，那么最初的胜利对于后续工作而言是代价极大
的，并且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成就也会被严重掏空。

对于已经生活在城市中的困难人群来说，中国在2016年致力推动
的“棚改”多大程度上可以切实改善民生也令世界关注。“这意味着将会
有更多棚户居民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加坡《联合早报》称。

在另一边，如何提高广大农民的福利，国际舆论注意到了中国大
力推进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美国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
分析称，中国在“十三五”规划里将“人口政策”的调整着重强调，
并为包括“医疗、养老、社会福利以及放宽家庭生育孩子数量限制”
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创造更多的条件。

如《印度快报》所言，由于户口登记会阻碍流动工人及其家人在
异乡享受教育资源和社会福利，中国政府已经承诺放松对户口的控
制，这也为推进城镇化消除障碍。该媒体预测，有关户口登记的措施
将让约1300万人享有诸如教育与医疗等基本权利。

巴克莱银行也预计，中国政府将继续改善社会福利制度，进一步
放开就业市场和户口制度，此外还会推出其他有助于经济再平衡、增
强经济增长潜力的社会改革。

新的户口制度改革“是为了把人流从沿海大城市引到小一点的内
陆城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未来农民工进城的“改革”能否成功
取决于政
府拨款多
少 ，并 需
要关注带
来的公共
服务资源
争 抢 问
题。

随着国际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下
跌，俄罗斯、加拿大等能源输出国均出现了本币
汇率下跌、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情况。对于这
些国家的民众来说，新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应
有的希望，“买不起菜”的窘境仍在持续。

据加拿大当地媒体报道，1 月 14 日加元对
美元汇率跌至 1 加元兑 0.6963 美元，创下 2003
年以来最低值。由于加国生鲜蔬菜严重依赖进
口，随着加元受挫，食品价格一路飙升，其中韭
黄21.99加元一磅的价格已经贵过龙虾，令人咋
舌。

同样地，俄罗斯民众也正在面临着艰难的
“生活困境”。俄罗斯联邦统计局 1月 12日公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 2015年消费者价格指
数增长 12.9%，通胀达到近十年最高水平，2016
年的预期也并不乐观。除了卢布不振之外，俄罗
斯还面临着来自欧洲的制裁压力以及能源市场
动荡的风险，看来俄罗斯民众省吃俭用的日子
不会很快结束。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菜篮子越来越“重”
给普通民众增加了额外的生活负担，让他们不
得不更加精打细算地节约开支。新年伊始，这些
国家的民众并没有比以往过得更愉快，许多人
在感受着钱包太“瘦”带来的痛苦。

据报道，加拿大食品安全局执行总裁布朗

森日前表示，低收入人群和中产阶级正在面临
预算的压力，承受着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冲击。美
联社此前则报道称，以鸡肉、土豆、豌豆等为原
材料制作的俄传统菜肴奥利维耶沙拉，成本同
比上涨达35%。

在这个严峻的经济“寒冬”里，民众的生活
还是要继续。开源节流是许多人的第一选择，通
过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来最大程度地保障基
本生活，休闲娱乐和潮流时尚方面的购买力已
经跌至谷底。“看价买菜”也成为一种应对危机
的方法，在波动的菜价中看准时机购买，或者在
促销时抢购，可以一定程度地减少支出。此外，
使用腌制、冷冻等方法能够长期储存蔬菜肉类，
以备不时之需。

日前，有消息称加拿大相关专家呼吁民众
调整饮食结构，增加谷物和蛋奶类食品的比重。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荒唐的想法，毕竟民众对自
己餐桌上的食物理应有选择权。加拿大圭尔夫
大学食品学院的研究小组预测，2016年食品的
通胀率将在 2%到 4%之间。就目前情况来看，加
国的通胀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未来不排除更加
严重的可能。

面对窘境，两国政府目前还没有拿出切实
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样看来，菜比油贵的“寒
冬”已经来了，“春天”却依然很远。

当地时间 19日，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就美国对伊
朗制裁的再出台表示，此举是美国在伊核协议达成后，“欺
骗了”伊朗。一天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侯赛因·贾比尔·安
萨里也对制裁回应称，伊朗会继续升级导弹性能。

此前，伊朗于 16日迎来了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执
行日”。解除了核问题相关制裁的伊朗，此时又遭遇导弹
问题的新一轮制裁。在此状况下，美国和伊朗的“友谊
之路”看上去依旧不会平坦。

◆昔日宿敌难握手言和

16 日，伊核协议在各方努力下最终得到实现，欧盟
和美国宣布解除对伊朗的相关经济和金融制裁。

伊核协议的正式执行赢得了较多的正面评价。韩国、
日本等都对伊核协议的执行表示欢迎，法国《回声报》评论
称伊朗的黄金一页已经开启；《纽约时报》也撰文指出，此
举实现了奥巴马曾经做出的扭转两国关系的承诺，为终结
两国30多年来的敌对状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然而，伊核协议并不是根除美伊分歧的“灵丹妙
药”，西班牙的《阿贝赛报》在评论中指出，解除对伊朗
的制裁以及换囚等措施，并不能使美国和伊朗成为朋友。

事实也印证了此观点。伊朗还未尝到核协议落实的甜
头，美国对其弹道导弹项目的制裁就已悄然而至。

对于美国的制裁，伊朗也不甘示弱，安萨里回应称伊
朗会继续升级导弹性能，鉴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火贸
易，美国针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实施的制裁并“不合法”。

◆导弹问题成新变数

伊核协议的落实为美伊关系的发展厘清了一大障
碍，核问题初步解决之后，曾被核问题“抢了风头”的
其他争议便被摆上了美伊的“谈判桌”。

“美国愿意同伊朗发展正常的关系，但伊朗在两个问
题上让美国不能接受，一个是核问题，一个就是导弹问
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与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说，

“核问题已经得到了初步解决，但导弹问题没有得到任何
解决。”

美国在中东实行的整体策略是“减负分责”，美国希
望中东地区出现新的平衡，这个新的平衡不需要美国投
入很多的力量，而需要地区和周边的大国分担责任，发
挥各自应发挥的影响。“伊朗导弹力量的强大会引发以色
列和阿拉伯国家的不满，破坏中东局势的平衡，对此美
国很难容忍。”殷罡分析说。

而对伊朗来说，导弹是其重要的军事力量，是伊朗
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对抗的根基。出于国家安全的考
虑，伊朗也不愿在导弹问题上让步。伊朗想要维持强
势，美国不愿让其维持强势，根本利益的分歧仍旧掣肘
着当前的美伊关系。

◆关系“回暖”仍待时日

在目前的分歧状况下，美伊关系会向何处去呢？
在短期的美伊关系上，殷罡认为，伊朗目前处于

“守成”的阶段，倾向于保护已有的成果，不会贸然同美
国对抗。中国社会科学院伊朗问题专家陆瑾也认为，伊
朗在中东有大国诉求，会十分珍惜目前大部分经济制裁
得以解除的局面。

从长期来看，殷罡认为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会向着逐
渐正常化的方向发展，“伊朗愿意和美国维持一种正常的
关系，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在地区冲突和竞争当中不会偏
向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这是伊朗梦寐以求的局面。而
地区的平衡也是美国希望的局面，双方关系向正常化发
展是历史的趋势。”

而双方关系的正常化也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伊
之间的历史积怨需要漫长的谈判和磨合才能解决，此
外，不同于在“拥核”和“弃核”上非黑即白的核问
题，导弹问题存在可商榷的余地，问题解决过程中拖延
的可能性更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未来两国关系改善的道路，
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李
绍先说。

◆制裁变着花样来：

美伊能正常做“朋友”吗？
丛雅清

伊朗核协议执行后，伊朗议会成员向伊朗总统鲁
哈尼表示祝贺。 （图片来源：新华国际）

伊朗核协议执行后伊朗核协议执行后，，伊朗议会成员向伊朗总统鲁伊朗议会成员向伊朗总统鲁
哈尼表示祝贺哈尼表示祝贺。。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新华国际新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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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世界经济论坛 20162016 年年
年会将于年会将于 11 月月 2020 日至日至 2323 日日
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
论坛主题为论坛主题为““掌控第四次掌控第四次
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图为图为 11 月月 1818
日日，，一名工作人员在瑞士一名工作人员在瑞士
达沃斯布置会场达沃斯布置会场。。

新华社新华社//法新法新发发

冰 雪 达 沃 斯 工 业 再 革 命？？

这是这是 11月月 1818
日 拍 摄 的 世 界日 拍 摄 的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年 会经 济 论 坛 年 会
的标志的标志。。

（（据据《《国土资源报国土资源报》》））

★国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