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乌克兰危机爆发已经一周年，
明年情况会有好转吗？

吴正龙：乌克兰危机已僵持一年，
各方博弈激烈，武装冲突也时有发生。
我认为，明年解决乌克兰危机前景依然
黯淡。

在多方博弈中，俄罗斯态度一直强
硬，乌克兰不加入欧盟、北约，维持联邦
制，作为连接东西方纽带的不结盟国家
是其一贯的立场。虽然因为西方的严
厉制裁，俄罗斯经济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乌东部局势稳定、天然气供应是俄罗
斯手中的“王牌”，乌克兰为之忌惮；在
乌危机爆发一周年的时间节点，乌克兰

领导人宣布把加入北约作为政府的首
要任务之一。之前，乌议会与欧洲议会
一致批准乌欧联系国协定，可见，乌克
兰“向西”的步伐从未停止，然而仅靠倒
向西方回应俄罗斯施压，招数略显单
一；美国则有自己的小算盘，意图通过
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防止欧俄关
系拉近，避免出现被排除出欧洲大陆的
局面。乌克兰危机令美俄关系也降至
冰点；欧盟一方面与美国同盟向俄罗斯
施压，另一方面又担心因为美俄对抗，
自身利益受到损害，难有大作为。再加
上因为制裁与反制裁，欧盟经济受到很
大影响，复苏乏力，所以相比美国，妥协
程度更大。

综上所述，明年乌克兰局势还是会
重复上演缓和、紧张、再缓和、再紧张的
老戏码。

乌克兰前景仍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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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利马气候大会刚刚艰难落下帷
幕，明年的巴黎大会会有进一步成果吗？

刘大民：最近几年，每一届的联
合国气候大会都是在喧嚣吵闹中无
疾而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讨价还价，大国与小国之间的相互指
责使得本应 12 日结束的利马气候大
会被迫进入加时赛。在面对气候变
化这一事关人类整体利益的问题时，
我们需要看到的不应该是没完没了
的相互掣肘，而是基于信任的相互妥
协和牺牲。

在今年的 APEC 期间，中美达成了
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中方首次承诺将在 2030 年前开
始减少碳排放，美国也首次同意将二氧
化碳减排速度提高一倍。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对两国做出的表率作用表示
了赞赏。但实际上，这只是全球共管气
候问题的第一步。

国际气候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如
何出台一部有着国际法约束力的章
程。这个章程的基础在于世界各国，尤
其是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如何找
到互相妥协与保护各自根本利益的契
合点。利马会议已经找对了方向，我们
有理由相信，在明年的浪漫之都巴黎，
将会得到更为清晰的答案。

气候谈判找对方向

翻译
孙啸波

问：伊核谈判一再延期，一延再延，
明年会否有进展？

孙啸波：尽管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本
轮伊朗核谈判截止日期前进行了密集
的磋商，但各方依然有明显的分歧，于
11 月 24 日又再次决定延期 7 个月，到
2015 年 3 月 1 日达成框架协议，之后在
7月1日完成最终协调。即将进入2015
年时，这场绵亘 12 年的拉力赛留下一
个巨大的悬念。

应该说只要能够谈下去，伊朗核问
题就有解决的希望，毕竟在当前形势下
谈判是最好的出路，而且不可否认本轮

核问题谈判在最近一年里已经取得一
些进展。谈判双方——伊朗与联合国
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都
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意愿，对伊朗的国际
制裁已经部分解除，而且在今后 7 个月
里，每月能得到7亿美元的解冻资产，而
急于留下政治遗产的奥巴马也想在伊
朗核问题上有所突破。但双方在铀浓
缩规模和制裁解除等关键问题上依然
有较大分歧。伊朗总统鲁哈尼虽属温
和派且有意改善伊朗在国际上孤立的
局面，但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态度强
硬，而且国内保守派色彩浓厚，很难有
大的让步。同时从 1 月起，美国国会将
全部由共和党掌握，奥巴马会不可避免
地受到一定限制，所以要按现有计划达
成最终协定面临重重困难，充满变数。

伊核谈判充满悬念

新加坡常住居民
刘 柳

问：马航MH370失踪至今，还未有
进一步的消息，如今在东南亚，影响如
何？

刘柳：马航事件已过去半年有余，
回想这场劫难，不仅给中国人造成了巨
大悲痛，由于受害者也有不少东南亚乘
客，而出事航班亦属马来西亚国家航
空，因而对马国以及东南亚各国也造成
了不小影响。至今，马航仍然没有下
落，人们的关注也开始转移，但余波远
未停止。

在该事件中，由于马国危机公关能
力不足以及马航自身的应变能力有限，
使受害者家属与马方之间的矛盾一
时颇为紧张。在这个过程中，东南亚的
反应相当微妙。以新加坡为例，一方
面，新加坡与中国保持着长期合作的贸
易友好关系；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又是
一衣带水的手足。新加坡既在第一时
间向中国发出了问候和关心，与此同
时，也不忘向马来西亚伸出援手，会尽
可能帮助对方。

马来西亚当地人民，一面为自己同
胞祈福、节哀，一面也会忧心东南亚在
中国的旅游市场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
从而密切关注中国方面的反应。

马航余波还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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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日本大选后，国内政策会有调
整吗？

张历历：自民党在日本众议院大选
中获胜，安倍第三次执政已成定局。安
倍首相争取六年执政时间是为了全面
贯彻他和自民党的政治主张，因为这些
主张充满争议与挑战。目前预计他将
在第三次执政时力推的国内政策主要
有：

加大安倍经济学力度，包括一系列
经济刺激政策。例如增发国债、增加公

共建设投资，甚至有可能给国民发钱或
发“地方福利券”，尽力让从该政策受益
的大企业再扩大到中小企业。金融方
面继续执行量化宽松的贬值政策，改变
货币紧缩局面，增强日本产品的国际竞
争力。

安倍另一重点在修改宪法，在政治
上加强对社会的控制。通过本次众院
大选，安倍拿到了在众院修宪必需的三
分之二的议席数（众院三分之二的议席
数为 317 席，自民党公民党执政联盟的
当选议席数为 325 席）。这对安倍来说
是梦寐以求的。因此他会启动修宪步
骤，争取在军事大国的道路上快跑，重
振日本的大国地位。

安倍依然一意孤行安倍依然一意孤行

大势变迁，潮起潮落，在思考中得到启示，
在回顾中把握未来。

本报记者何鑫特地连线不同领域的专家、
学者、海外华人、学生、普通读者，倾听他们对
2015年世界的看法。

问：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明
年形势怎样？

贺文萍：我认为，打击“伊斯兰国”，
依然任重道远。

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看：第一，
奥巴马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即意味着
打击“伊斯兰国”行动是一项长期而且
极其复杂的挑战，在其任期内完成可
能性不大，基本上这个担子是要落到
美国下一任总统身上。日前，哈格尔
辞任防长职务，继任者卡特被外界认
为是一员“儒将”，核物理专家出身，并

未当过兵。在其接下来的两年任期
内，多半是延续目前的政策，不太可能
有新的突破；第二，不出动地面作战部
队，打击收效甚微。美军自 8 月开始
空袭以来，虽然确实摧毁了一些“伊斯
兰国”的设备，但“伊斯兰国”人员力量
在不断壮大。除了当地人，还不断有
外部的人员加入其中。美官方数据显
示，“伊斯兰国”人员数达 3 万多人，但
据非官方数据预估，远不止这些，甚至
已经到了 10 万余人；最后，依靠当地
作战部队，力量有限。美国表示对伊
拉克、叙利亚反对派、库尔德武装等进
行扶持，但这些武装力量战斗力弱，仅
靠扶持，还难成气候，不足以应对“伊
斯兰国”。

打击IS任重道远

问：震惊全球的埃博拉疫情如今仍
在西非肆虐，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明
年会得到控制吗？

何兴：今年的埃博拉疫情，远比
2003年的非典来得严重，世界卫生组织
将 其 定 性 为“ 国 际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据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共有17517
例感染病例，死亡人数高达6187人。

非洲作为传染病的多发地，有其不
可避免的原因：一方面，处于热带。热
带高温，为病毒的生存传播创造了有利
环境；另一方面，经济落后，民众生活水

平低下，卫生条件不允许再加上医疗跟
不上，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病毒传播速度
很快。所以，一旦暴发，往往就很难控
制。

而在这次抗击埃博拉的战役中，中
国做了很多。经历非典之后，中国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抗击传染病的能力与水
平得到了大大的提高。此次援非，中国
不仅贡献了大量财力，而且派遣了大量
人力。

目前，埃博拉疫情已经得到了一定
的控制。相信随着疫苗研究的推进，情
况将会大大好转。虽然埃博拉在中国
出现的可能不大，但平时也要注意个人
卫生，勤洗手、多锻炼，对传染病的防控
有很大帮助。

抗击埃博拉不松懈

问：即将过去的2014年，国际油价
犹如过山车，明年是会继续跌跌不休，
还是止跌回升？

龚帆：我认为，明年油价会继续下
跌探底，然后缓慢回升，维持在一个相
对不高的价位。

首先，从供应端看，全球几个主要
产油区中，欧佩克 11 月 27 日已经宣布
不减产，美国能源信息局 12 月 10 日公
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原油产量较去年
日均增加约 100 万桶；俄罗斯也同样坚
持不减产，其余像伊朗、委内瑞拉、尼
日利亚等与俄罗斯情形类似。所以从

当前看，2015 年的全球石油供应是充
足的。再从需求端看，美国经济虽然
有复苏现象，但页岩油革命使得自产
量进一步上升，未来进口量可能继续
下滑。日本和欧盟的增长预期也不乐
观，所以需求也将保持在一个相对稳
定的局面。可见，供应端的供应是充
足的，而需求端的增长乏力，价格下行
势在必然。

此外，受国际政治形势影响，表面
上，欧佩克祭出石油降价牌是为了打
击美国页岩油开采热情，争夺国际油
价定价权，这必然导致油价下跌。还
有一种说法是美国联合中东国家打击
俄 罗 斯 ，通 过 降 低 油 价 打 压 对 手 经
济。但不管怎样，油价下跌不会毫无
止境，底在哪里，让我们拭目以待。

油价下跌底在哪里

问：欧盟新任领导人上台，会否给
欧洲经济带来新的生机？

丁纯：欧债危机虽然已经过去，但
近期欧洲经济数据表现不佳，经济增长
预期被大幅调低。2014 年欧元区经济
增长预期从 1.2％调降至 0.8％，其中德
国和法国今年的增速分别调降至 1.3％
和 0.3％，意大利经济将出现负增长。
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还再次被降，距

“垃圾级”仅一步之遥。欧洲经济复苏
如此疲软，有内外两重因素。内因包
括：一是缺乏引领性产业的突破；二是
成员国之间差距巨大；三是成员国普遍
采取财政紧缩措施，投资前景不明朗。

而外因则有：一是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
策对欧洲银行产生很大的影响；二是乌
克兰危机持续发酵，俄欧相互制裁，经
济势必受挫。

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上台后，
提出了 3000 亿欧元的投资计划，推动
公共与私人投资。我认为，通过此举来
拉动经济增长，方向是对的。同时，欧
盟也需要处理好几个问题：首先，近年，
疑欧主义情绪抬头，如何将各成员国拧
成一股绳，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其次，如
何处理好“溃疡化”的乌克兰危机。但
今年还有一个利好消息便是习近平访
欧，中欧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扩大，
对欧洲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和重
要的契机。所以，明年的欧洲经济状况
会比今年好，虽然也会经历波折，但无
须太悲观。

欧洲经济勿太悲观

问：弗格森事件引发的示威抗议持续
发酵，为何美国种族问题伤疤迟迟未愈？

文悠然：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
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反种
族歧视运动以来，就制度和法律层面来
讲，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已经得到一定
的缓解。但是，现如今的美国，有色人
种依然是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特别
是近年来，对黑人的歧视倾向大幅上
升。有三个重要原因导致了这一结
果。第一是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正在
加剧；第二是由于奥巴马总统本人是非

洲裔，因此许多人选择对种族问题避而
不谈；第三是决策者们着眼于通过改变
黑人的道德、行为、文化来解决种族歧
视问题，而不是消除其穷困窘境本身。
这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在制定某项政策
之前，就已经对黑人的道德、行为、文化
作了否定，这就导致了美国政府针对黑
人的政策本身并没有摆脱种族主义的
影响。这是一种更加隐蔽的无形的种
族歧视。

总的来说，正是因为美国政府并没
有拿出实际行动来改善黑人等少数民
族的生存环境，使得其现有的社会制度
加剧了种族歧视。在理想与现实的天
平中，美国的种族问题必将面临更加复
杂多变的局面。

美种族问题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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