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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换届

美或将加强“亚太再平衡”
杨 宁 谷 漩

政府将政府将换换届届

美或美或将加将加强强““亚太再平衡亚太再平衡””
杨杨 宁宁 谷谷 漩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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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雪、大风、“速冻式”降温……冬季
给人的感觉往往与温暖二字不搭边，问君
能有几多愁，恰似没穿秋裤遇寒流。秋
裤、棉裤、毛裤、羽绒裤成为不少人的保
暖神器。在“要么瘦要么丑”的时尚潮流
下，裹成“粽子”已不符合如今的审美取
向。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保暖的技术发明
应运而生。

太阳能在全球能源结构中比重可谓是
越来越高，科学家们也在研究储存和使用
太阳能更为高效的方法。据报道，麻省理
工学院就发明了一种透明高分子薄膜，它
能够吸收太阳光，并在需要的时候，转换
为热能释放出来。这种薄膜可以使用在多
重表面上，包括衣服布料。穿上这样一件
表面附有高分子膜的衣服就无需担心会挨
冻了。

当你感到寒冷时，假如身上的衣服能
够自动释放热能替你保暖，是不是令人感
到相当“暖心”呢？美国肯塔基州的一个
研究团队就研发出了一件带有内置“中央

暖气系统”的衬衫，这种衬衫有6个用于放
置热化学包的口袋，它们把热化学包置于
人体主要血管上，将使用者的循环系统变
成一个加热网，可令肩膀、腹部和臀部的
热量循环利用。其将血液用作传热流体，
用血液改变体温可令使用者维持附体体温
和核心体温，提高他们对不适或危险温度
的耐受性。据了解，该衬衫可替代多层衣
物，在不限制使用者移动性的情况下使他
们保持温暖。

俗话说，寒从脚起，要打赢寒冷保卫
战，保持温暖，需从脚开始。一双可以感
应脚底温度的智能鞋不失为一个好的选
择。这双智能鞋可根据用户脚的情况自动
调节温度。如果温度偏低，鞋体将会升
温，帮助用户保暖。在寒冷的天气里，一
双能够自动加温保暖的鞋子自然是十分贴
心。

堪称“小太阳”的保暖神器正在陆续
出现，相信向前发展的科学技术能够帮助
人类保暖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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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月23日，数千名民众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游行，抗议《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

图为抗议者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参加游行。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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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名

土耳其军方总参谋部24日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
说，军方23日在土叙边境逮捕了23名疑似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成员。
声明说，23名疑似“伊斯兰国”极端分子23日

携带21名儿童试图从叙利亚非法进入土耳其基利斯
省埃尔贝伊利区时被军方发现并逮捕。声明未透露
被捕者的国籍等信息。

与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壤的土耳其是外籍极端分
子加入“伊斯兰国”的重要通道。近来，随着国际
舆论压力的增加以及土耳其境内多次出现由“伊斯
兰国”制造的袭击事件，土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打击
境内极端组织和管控过境极端分子的力度。

3个月

法国总统府22日晚发表新闻公报说，法国总统
奥朗德当天表示，政府将在2月3日的内阁会议上审
议一份法律草案，在2月26日后将紧急状态再次延
长3个月。

公报说，奥朗德和总理瓦尔斯当天共同会见了
在议会拥有党团的法国各政党代表，就一份旨在保
障法国安全的修宪草案征求意见。

瓦尔斯当天向媒体表示，面对恐怖主义威胁，
法国可以使用任何手段，直到消灭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为止。他表示，紧急状态将实施必要长的时
间，但不会无限期延长下去。

法国首都巴黎去年11月13日发生多起恐怖袭
击，造成至少130人死亡、约350人受伤。法国总统
府14日凌晨发布公报说，法国本土和科西嘉岛从即
刻起进入为期 12天的紧急状态，同时强化边境管
控。去年11月26日，法国将紧急状态延长3个月，
至今年2月26日。

7国

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英国
和荷兰7国国防部长20日在巴黎举行会议，决定加
快和加强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
亚等地目标的打击。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会议结束后与法国国防部
长勒德里昂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与会部长就未
来一年协同打击“伊斯兰国”、夺回“伊斯兰国”控
制的伊拉克摩苏尔和叙利亚拉卡等关键城市的计划
达成广泛一致，并就打击“伊斯兰国”在世界各地
的分支以及保护本国公民安全也达成一致意见。

法国巴黎去年 11 月 13 日发生多起恐怖袭击，
共造成至少 130 人死亡、约 350 人受伤。“伊斯兰
国”宣称制造了袭击。随后，法军强化了针对“伊
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目标的军事打击行动，
并且加强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在叙利亚等地区军事
行动的协调。 （均据新华社电）

继续加强，“再平衡”有增无减

据路透社1月19日报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的研究者担心，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
略可能不足以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国
际问题研究智库，总部设在华盛顿。据美国《防务新闻》网
站20日报道，该智库本次向国会提交的报告题为《亚太再
平衡2025》，长达270页，是去年底美国国会要求国防部委
托该智库撰写的。

报告称：“中国和朝鲜的行动一贯对美国安全承诺的
可信度构成挑战，以美国能力和当前的发展速度，该地区
军事实力的平衡正在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变化。”2011年
为解决美国大规模赤字问题，美国对整个政府实施强制

“削减”预算开支。五角大楼官员称这一举措限制了美国与
军事实力日益增强的中国和其他国际安全威胁齐头并进
的努力。

报告还称，“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即便
继续迈着适中的步伐前进，世界都将见证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崛起后，全球权力再分配最大的一次变动。而
不管怎样，中国过去两年中的侵略性姿态，已令许多亚太
国家更紧地拥抱美国”。除中国外，报告还点名朝鲜和俄罗
斯，将它们视为美国的“威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
论研究室主任徐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在美国看来
中国现在对其还没有现实的威胁，而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步
上升，潜在的威胁却是存在的，美国认为中国可能会削弱
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力量。所以美国一贯沿用“接触加遏

制”的两手抓战略。”徐进形象地比喻美国的“亚太再平衡”
战略就像一个“工具箱”，其中的各项“工具”就是美国为它
在亚太地区潜在的威胁做战略布局上的准备。

该智库报告认为虽然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再平衡”战
略的实施上做出了一些举动，但力度不够。报告建议美国
继续重视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并凝聚力量强化战略的落
实。

换届节点，缘何出此报告？

回顾昨天，2009年1月，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上任伊
始，就把外交政策的战略重点优先放置在亚太地区。2011
年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式开始实施。如今，美
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实施了近5年。众所周知，今年
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为何在此节点，美顶尖智库会提交
这样一份新的报告？这份报告意味着什么？

“美国去年对华态度出现了一些变动，其中有两派声
音。一派认为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要持包容态度，要让
中国融入到“亚太”这个以美国为主的地区事务中，在亚太
地区建立和平共存的模式。这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
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号召；而另一派坚定地认为中国崛
起势头不可阻挡，这种趋势最终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亚太地
区的主导影响，甚至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那么，这
将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以及与盟国的关系造成影
响。所以这一派主张美国应延续“亚太再平衡”战略，甚至
要继续巩固和加强这一战略的实施。”上海社会科学院国
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鸣研究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而按照美国的政治惯例，每次新政府上台都会对上届
政府各方面的政策做全面充分的评估，据此来制定下一步

的发展战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先声夺
人，就是想要在今年选举过程中影响总统候选人，让候选
人用该报告的立场进行宣传，同时去选择某些学者或前官
员组成外交团队，形成自己的外交口号。一旦选举结束，新
总统就会将这些政策带到白宫，并开始实施。综上看来，这
个时间节点公布这份报告的意图显而易见——为下届政
府制定亚太政策奠定战略基础。

政策延续，未来接力待观察

近两年世界局势不太平，乌克兰危机还没有彻底解
决，中东乱局难解难分，反恐任务任重道远。美国的外交精
力被多方牵扯。但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中国经济的趋缓，
国际力量对比可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新一届美国政府的
外交棋将会如何下？美国未来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将有何变
化？刘鸣说：“在美国看来，中国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长
期的挑战，可以说，对中国的遏制应该是美国的长期政
策，不会随着一届政府的更替而出现方向性的变化。随
着中国的强大，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会逐步加
强。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外交多方位
的主导地位。”

对未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新趋势的预测，刘
鸣认为：“今后美国有可能会与其在该地区的盟国和东盟
国家建立一些合作机制。美国也可能会出台一些新的规
则，来限制中国在海洋问题上的维权行动。但同时，中
美在军事上的合作和交流也会进行。需要一提的是，美
国所倡导的 TPP协定的批准和进一步扩展，将形成新的
亚太经济贸易集团，这很可能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
战略新砝码，从而降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1月20日，美国顶尖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
心 （CSIS） 向国会提交并发布一份《亚太再平衡
2025》报告。在美国政府换届的选举年，这一报
告的公布对推测美国未来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走向
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这一举动是否意味着华盛顿已准备将奥巴马
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移交给下届政府？下
届政府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究竟会有所放松还
是继续加强？

1 月 23 日，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首
相吕特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
难民问题日益严峻，解决迫在眉睫。据

《卫报》 1月21日报道，加拿大移民部长
约翰·麦卡伦称未来六周将接收 1.3 万名
叙利亚难民，与一些减少过境难民数量
的欧洲国家形成对比。然而，计划能否
顺利落实，又可否解欧洲难民危机的

“燃眉之急”？

难民计划遭反对

据法新社 2015 年 11 月 9 日报道，加
拿大政府宣布年底前将从约旦、黎巴嫩
及土耳其三国接收2.5万难民，并保证帮
助难民安全抵达。但是，巴黎恐怖袭击
事件发生后，国内民众、政府内部均出
现反对意见。

根据加拿大民意调查公司于 2015 年
11月末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加拿大人不支
持政府接收叙利亚难民的计划，约60%的选民认为该计划
将会带来安全风险。据加拿大当地媒体报道，加拿大民
众对于如此短时间内接纳数量庞大的难民很担心，网民
在当地活动发起网站发表请愿书，请求政府延迟接受难
民的期限，有超过5400名民众参与请愿。

此外，尽管设置多重审查机制，加拿大地方官员仍
表示，短时间内无法对难民进行彻底审查，极端分子混
入国内的可能性很大。迫于压力，加拿大政府调整了难
民计划。2015年11月23日，据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政府
消息称，接收难民的数量不变，但为防止恐怖分子的混
入，不接收单身男性。另据路透社报道，原定于2016年1
月 1 日完成的接收计划被延期至 2 月底完成。最新消息
称，为进一步减轻国内安全担忧，加政府又派500名官员
前往约旦和黎巴嫩对潜在的入境者进行审查，但国内反
对之声并未消减。

“远水”难解“近渴”

据悉，难民计划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竞选时的承
诺，也是其上任后的“第一把火”，但有分析指出该计划

“不切实际”，甚至将演变为政治作秀。“加拿大接收难
民，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社会的援助，于欧洲而言是
一种积极的声音，于加拿大则有益于提升其国际形象”，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接受本报采访时谈
到，“但实际作用是有限的。”

加拿大民众及政府内的反对不无道理。丁纯分析指
出：“客观上，加拿大距离中东、北非等地区较远，接收
和安置难民的成本高，不是难民的首选；同时能够接收
的难民数量有限，对于缓解欧洲难民潮冲击的作用甚

微。”
此前，据加拿大 《环球邮报》 报道，联合国难民署

在2015年11月18日至26日对约旦和黎巴嫩难民营中的叙
利亚难民进行调查，询问是否愿意移民加拿大，在 8500
份有效调查中显示仅有约 6.3%的难民愿意前往。据悉，
加拿大计划 2015 年底前接收 1 万名难民，实际接收人数
为6000多人。

安全担忧之外，经济压力同样存在。据加拿大通讯
社报道，为了接收和安置这批叙利亚难民，加拿大政府
在今后 6 年内将花费 12 亿加元。对此，一些地方官员表
示，经济上难以安置那么多难民。

“解铃”终需“系铃人”

加拿大难民计划本身存在风险，且压力重重，“远水
难解近渴”更无法根治危机。外交学院教授高飞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指出：“难民会给加拿大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因
素，政府内部出现反对很正常，但长期发酵可能对其政
治发展不利。”

荷兰首相吕特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言称，源源不断的
难民已经严重威胁欧洲人员自由通行的《申根协议》。法
国总理瓦尔斯警告，除非难民潮退却否则“申根制度摇
摇欲坠”。高飞就此分析道：“欧洲难民危机的根源还是
在西方，目前采取的措施收效不大，甚至引发欧洲内部
潜在问题的集中爆发。”

“欧洲各国需要一定妥协，除收紧难民接收政策，短
期协议或给自由协定增加限制条款，可能成为欧洲应对
难民危机、维护欧洲一体化的短期选择”，丁纯谈到。据
英国媒体报道，1月25日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将就难民
危机引发的边境通行问题探讨应急方案。

“远水难解近渴”

加解决不了欧洲难民危机
李 然

图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瑞士达沃斯出席新闻发布会。
图片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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