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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热点

数 字 天 下

10月17日凌晨，伊拉克收复重镇摩苏尔的战
役打响，伊拉克政府军和美军在伊境内对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IS）展开猛攻。分析人士指出，
摩苏尔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大本营，关系
到其经济命脉及兵源，一旦IS失去对摩苏尔的控
制，就意味着其对伊拉克控制的终结。

【形势四面楚歌】

为争取毕其功于一役，伊拉克政府军和美军
为此次战役做了大量准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
力。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切断了IS在摩苏尔与
叙利亚拉卡之间的通讯线路，并对IS实施网络攻
击。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伊拉
克和美国领导的联军此前耗时一年多备战，从而

敲定了对IS的空袭目标。伊拉克军方称，此次军
事行动共有5.4万名伊拉克军人和4000名库尔德武
装“自由斗士”以及什叶派武装参与，从北、
东、南三个方向向摩苏尔发起进攻。以美国为首
的国际联盟也会给予相应支持，包括空袭和军事
人员投入。日前，美方宣布增派600人参加摩苏尔
之战。这已经是今年美军对伊拉克的第三次增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
任李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当前，来自美
国、伊朗、库尔德武装、土耳其军队等多方力量
和伊拉克政府军一起对IS形成合围之势。IS当前
四面楚歌。”

【难以一蹴而就】

尽管伊拉克和国际联盟都做好了充足的准
备，而且形势正在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但这绝不
意味着收复摩苏尔可以一蹴而就。据美联社报
道，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底与赴美参加联大会议的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会晤时曾表示：收复摩苏尔之
战将是一场恶斗。

随着战争进一步深入，各方的利益博弈也将
愈演愈烈，即使成功收复摩苏尔，多股反恐力量
未来如何分配“战果”、“共治”摩苏尔也是一大
挑战。有专家认为，极有可能出现各方相互掣肘

和制约的情况。
当前参与战斗的主要有5支力量：伊拉克政府

军、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伊拉克的逊尼派、伊拉克库
尔德自治区武装、土耳其的军队，这5支力量所代表
的利益不同。“从当前形势来看，收复摩苏尔不是问
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由哪股力量作为主力拿下摩
苏尔，来填补IS之后的统治空白。”宁夏大学中国阿
拉伯研究院院长李绍先表示，“如果伊拉克政府军
最终拿下摩苏尔，那将是库尔德武装、美国、土耳其
不希望看到的。土耳其早前就表示过不希望伊拉
克政府军拿下摩苏尔。两年多来，美国空中力量只
有在几个小战斗中配合过伊拉克政府军攻打IS。”

【反恐任重道远】

CNN报道称，全球范围内随着多方力量参与

反恐，IS大势已去：在伊拉克，盘踞在摩苏尔的IS
面临伊拉克政府军的大军压境；在叙利亚，叙反
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10月16日攻下IS的大
本营达比克；在利比亚，利比亚亲政府军即将攻
陷被IS控制一年有余的海岸城市苏尔特，对IS来
说也将是一大重创；在土叙边境地带，IS最后几
个据点也被土耳其军队及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
武装夺取，IS 为此失去沿边境线的全部势力范
围，人员和武器运输通道被封闭。

但是被击溃的IS武装分子可能会向全球各国
逃窜，积蓄残余力量再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名誉所长朱威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
前，IS已成众矢之的，但在全球范围内 IS后患仍
存。为刷存在感，IS会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游
击战’。”
“围攻摩苏尔会使恐怖分子作鸟兽散，来自几

十个国家的上万名恐怖分子一旦撤离叙利亚，将
对全球范围内的安全问题构成隐患。”李绍先说，
“更重要的是，即使IS最终被剿灭，但IS的意识形
态很难彻底根除，其影响仍将长期存在，成为全
球反恐的最大障碍。消灭了IS之后全球各方力量
之间如果没有相互间的妥协和共识，拿下摩苏尔
是一个灾难。如果未来伊拉克出现叙利亚化的混
战局面，对全球反恐也将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30万人
欧洲理事会2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后决定，欧盟将通

过强化外部边境管控和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来控制难民流入。

欧洲理事会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公报中说，欧盟将继续

与难民来源国和中转国，尤其是非洲国家开展合作，以阻

断难民通过“地中海路线”进入欧洲。联合国难民署的数

字显示，今年1月以来，已有近30万难民偷渡进入欧洲。

而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以来，欧盟成员

国收到的避难申请已超30万份。

�4.96亿公里
欧洲航天局19日晚宣布，欧洲和俄罗斯合作的“火星

太空生物”项目此前发射的“微量气体轨道器”已成功进

入环火星轨道。今年3月14日，由欧航局和多家俄罗斯航

天机构联合研制的“微量气体轨道器”携带试验登陆器

“斯基亚帕雷利”搭乘一枚“质子－M”运载火箭发射升

空，在抵达火星前总共在太空中飞行了约4.96亿公里。轨

道器将利用约一火星年（约697个地球日）的时间为火星拍

照并探测其大气成分，寻找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证据。

�39人
缅甸国家消防局18日发布通告说，日前发生在实皆省

钦敦江的沉船事故已确认死亡人数为39人，80人仍失踪，

另有157人获救。

当地警方最初说，船上共有约180名乘客，但一些获救者

称，渡船航行沿途还有其他乘客上船，倾覆时船上大约有300

人。实皆省议会议员吴吞吞温说，事故原因为渡船超载。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最近，
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市长比尔?佩杜
托成了首位召唤无人驾驶出租车的顾
客，这标志着“无人驾驶汽车”技术快
速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两年前，当谷
歌发布其无人驾驶汽车的原型时，很多
人依然认为，无人驾驶不过是给汽车配
上一台“电脑”罢了。然而近年来，无
人驾驶汽车已经从概念逐渐变为现实。
除了谷歌，像梅赛德斯奔驰、BMW、
特斯拉和丰田等汽车巨头，都已经发布
或即将发布具有无人驾驶功能的车型。

随着无人驾驶出租车即将在匹兹堡
市出现，生活在世界各大城市的人们都
必须思索一个问题：匹兹堡展示的自动
驾驶汽车如果广泛采用，会如何影响我
们建设城市的方式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如果无人驾驶汽车很快主导个人出
行工具，如今城市的建设和运转或许就
过时了。城市街道可以变窄，人行道将
会拓宽。许多停车场设施可能变得多
余，城市将由此获得许多宝贵的城市土

地以供开发。每辆车的行驶模式也可以
用算法加以优化，减少了交通堵塞，让
道路变得更安全。通过传感器、移动通
信和实时信息搭建导航系统，提高环
境、交通、行车甚至停车效率。

另一方面，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
而言，无人驾驶技术也能带来实实在在
的改变。据美国公路交通安全局消息，
在美国每年40%的交通事故都源于酒驾、
吸毒、注意力分散或是疲劳。如果能让
这些不靠谱的驾驶者离开方向盘，由机
器人来完成驾驶工作，这些事故都将可
能得以避免。另外，上下班的行程会增
大人们肥胖、失眠和压力过大的风险。
无人驾驶将帮助我们缓解这份压力，人
们将可以安逸地在车上读读书，或是小
憩一下，而不必紧张兮兮、骂骂咧咧地紧
握方向盘，担心迟到被扣工资。

当然，无人驾驶还有许多问题亟待
解决，例如事故责任的认定和人们心理
观念的改变等以及无人驾驶技术的推广
可能会导致大量司机的失业。

尽管如此，无人驾驶时代的到来依
然会比我们预想的还要早。据特斯拉官
方网站消息，特斯拉已于10月 19日宣
布，该公司在产的所有汽车都将配备升
级版无人驾驶硬件。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伊隆?马斯克表示，到2017年底，特斯
拉汽车将能够自主地从洛杉矶开到纽
约，途中“无需人工触碰”。

全球城市的空间版图即将再次转
变。哪些城市能够迎接挑战？

【游戏规则转型 推动机构完善】

“世界经济要想回归迄今为止的增长，是等待出现第二
个中国那样的高增长国，还是不得不期待通过技术革新提
高附加值？被期待成为第二个中国的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
参与度很小，即便它维持7%的增速，要想成为世界经济引
擎还需要很长时间。而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制造业的技术
革新也在崛起，但是依然处在黎明期。”日本《经济学人》
周刊刊登UBS证券高级经济学家青木大树的一篇文章分析
认为，像过去那样全球都依靠美国经济来当“晴雨表”恐
怕已经有些难度了。

青木大树也指出，只要全球经济仍然追求制造业主导和
人口增加为前提的增长模式，就会进一步陷入增长乏力的深

渊。“我们需要的是向着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以人工智能等
技术革新提高服务业生产率的新增长模式的转换，并出台支
撑这种模式的、能产生长远影响力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现在需要的是，在这些领域由G20推动范式转换。”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日前发表的美国乔治敦大学兼职教
授阿努普?辛格的《如何拯救国际货币体系》一文认为，全
球金融危机对国际政策框架如何监管、规范和管理全球流
动性提出了关键性问题。而G20一直在设法找到解决办法。
“很多因素凸显了改革的迫切性。最重要的是，未来10

年，新兴经济体很可能占据至少一半的全球金融资产，这
会产生大量全球系统性的重要银行。”辛格认为。

已经有令全球市场感到振奋的信息出现。就在今年IMF
年会前夕，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进入SDR货币篮子，第一个
由新兴市场国家发行并被国际社会正式认定的国际可自由
使用货币，也正是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发展完善努力的见证。

此外，G20所释放的信号已经有不少开始显现效果，
杭州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承诺推动发展的“绿色金融”或许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法国《世界报》刊文称，国际资本市场上绿色债券的迅速
增加引起了银行、证券交易所和投资者的注意。越来越多的
央行和金融管理机构也采取行动，按照要求市场转向绿色经
济的“游戏规则”来转型。“市场创新与政治信号之间的这种
趋同，让绿色金融成为金融中心竞争力的新挑战。”

走向一个“新时代”的路上，没有路线图可循。但至少，
“中国药方”指出的方向是明确的。未来的关键，就看全球治
理的秩序如何能在更广泛的共识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

据报道，欧洲中央银行在北京时间20日晚间召开了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

变，继续实施每月800亿欧元的购债计划至少到明年3月。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欧洲央行

将保持相当程度的货币宽松力度，并在必要时运用职能范围内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继续行动。

这项决定并不令市场意外。2016年已进入第四季度，虽然全球市场面临的潜在风险依旧在酝酿中，但疲

软的经济经历了年内大大小小的起伏后，从多个方面显现出一定的信心，以及彼此“共进退”的意愿。

【需求部分回暖 加息预期增强】

就在所有人都盯着美国大选的时候，世界经济也“悄
悄”出现了新情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
测，今年和明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分别为3.1%、3.4%，与今
年7月份的预测相同。虽然全球经济增长今年仍将低迷不
振，但在新兴市场强劲表现的带动下，2017年及以后全球
经济增长将小幅加快。

比如，坚持以量化宽松度过欧债危机的欧洲央行行长
德拉吉逐渐面对着越来越企稳的欧洲市场。此前，IMF就
在最新一期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欧洲央行应
保持当前适当宽松的政策态势，通过扩大资产购买来进一
步放松货币政策。

欧洲的货币政策没有超出预期，大西洋另一边的美联
储也在选择合适的时机加息。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劳工部
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增长
1.5%，创下了2014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同时，9月核心
通胀率连续11个月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位水平，而9月的
初请失业金人数也表明美国就业向好的趋势不改。

按照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美联储加息仍需这
几个经济数据强劲：通胀率回升，劳动力市场强劲，消费
支出增长，企业盈利增长。目前看来，数据表明美国经济
温和复苏的方向仍将持续。“随着能源价格下跌和美元升值

带来的不利影响逐渐消退，明年美国经济增长很可能加快
到2.2%。”IMF的预测如是说。

这种预期加强了市场对美联储12月加息的判断，也表明
了全球经济复苏显现出更多的积极信号。无独有偶，原油市场
也结束了持续两年多的“萧条”，近来显得越来越“热闹”。据英
国《金融时报》报道，9月底全球部分最大石油生产国8年来首
次同意削减产量，此举当即令原油价格攀升了超过6%。这也是
两年前油价开始崩盘以来，产油国首次协调一致地采取措施提
振原油价格。欧佩克方面也不断出现乐观的言论。

对未来持续加息的预期也让黄金的避险需求有所减
弱，今年连续“涨不停”的黄金在12月加息的市场预期下
逐渐减缓了持续上涨的可能性，呈现出更多的区间上下震
荡的走势。

显然，这样的预期与新兴市场国家加快结构改革与企
业升级、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提振经济的举措密不可分。IMF
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顾问莫里斯?奥伯斯费尔德也称：“总的
来看，世界经济徘徊不前，我们小幅下调了发达经济体今年
的增长前景，上调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增长前景。”

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当前中国和印度依旧“笑傲”全球
的增长率。中国公布三季度GDP数据后，外媒对中国经济
企稳的信心又多了几分。彭博社报道，瑞银经济学家汪
涛、张宁等人发表评论表示，中国第三季度GDP数据胜预
期，鉴于楼市复苏、投资回暖等因素，上调全年GDP增速
预测由6.6%至6.7%。

【信心逐步恢复 依赖改革共识】

相比年初全球经济的“哀鸿遍野”，现在逐步走稳的市
场和温和复苏的需求让世界多了几分应对未来增长不确定
性的信心，但这也更需要在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
济体之间有更好的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增长。

而这正是G20杭州峰会开给全球经济“药方”的前
提。“近几个月来，几乎所有的国际机构都对在反全球化的
声音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发出
了警告。”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日前刊文称。
“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更不能缺乏全球治理的共识。都

只打自己的小算盘，自扫门前雪的话，全球治理秩序就乱
套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上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是有所恢
复的。”徐洪才援引IMF的预测数据指出，2017年的预期增
长数据比2016年略高，表示在IMF看来，世界经济复苏的
总体趋势并没有变化。

他分析，恢复的信心来源很大一部分在于世界主要经
济体对于彼此加强宏观政策协调的共识的意愿通过G20进

一步得以明确。“大家都有共同的意愿要促进本国经济的发
展，都以增长为首要任务。”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此前G20杭州峰会上与会者确
定了G20创新增长的轮廓、2016年创新技术领域以及发起
新工业革命的行动计划，还制定了落实结构性改革的行动
方案，确定了G20全球贸易增长的战略。其中，“中国关注
的优先方向是发展创新和数字经济，以寻求世界经济新的
长期增长点。”该报道指出。

而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的报道，为期两天的
G20峰会结束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G20认为单纯
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老路走不通，并已就开展结构性改
革、促进贸易和投资来提振全球经济增长达成广泛共识。

G20杭州峰会“药方”的导向性作用给全球经济带来
的正向刺激是不可估量的。“对于全球增长而言，药方主要
是两个内容，一是创新发展，二是结构性改革。”徐洪才指
出，全球各地目前对于结构性改革，以及G20强调的优化
产业结构、推动技术进步、鼓励创新创业、加强基础设施
投资，促进经济的全球化、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等都形成了进一步的共识。但毕竟新的技术革命还难以突
破，新的游戏规则体系正在酝酿过程中。

对症全球经济“肌无力”——

G20的药方开始见效了？
本报记者 宦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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