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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投资手册
《福布斯

》2 01 4 .1 2

电影行业是2015年的投
资大热。这一行业的投资风
险和回报一样高，有经验的投
资人建议，在一部影片中持有
的股份不要超过15％。除非
股票市场完全复苏，否则不要
把鸡蛋放在这个篮子。在基
金投资领域，为保持多样化，
你最好能持有十几只不同的
基金。另一股热潮在房地
产。房地产公司 Toll Broth⁃
ers 在 2014 年 11 月前售出了
5300 幢位于美国大城市郊
区、拥有大片草坪的豪宅。该
公司股票价格已从2011年的
15美元升至35美元。

强权的阴暗面

《明镜

》2 0 14. 1 2

美国遭受“9·11”袭击
后，参议院编写了一份 6000
多页的报告，最近曝光的是
其中 480 页的摘要版，报告
显示，美国在对待恐怖分子
嫌疑犯的时候使用了很多极
端的刑讯手段，甚至包括使
用虫子。酷刑程序的发明者
詹姆斯·米切尔是一名心理
学家，面对外界的质问，他坚
持说这个报告是民主党人和
中情局之间政治争斗的产
物。虽然是小布什时期的事
情，但奥巴马也一样受到指
责，因为在他任下，中情局的
权力没有任何缩小。

埃博拉斗士

《时代

》20 1 4. 12

作战不靠闪亮的武器，
要靠一颗英勇的心。对一场
靠漂白剂和祈祷来进行的战
争来说，这句话一定没错。
数十年来，埃博拉就像某种
神话中的怪兽一样困扰着非
洲农村地区，每隔数年就要
出来索要一次人祭。埃博拉
的这次暴发暴露出非洲国家
政府的腐败、西方政府的骄
傲自满和各种官僚机构之间
的勾心斗角。由于有那些医
护人员奋战在一线，人们才
能在夜晚安然入睡。

受审

《经济学人

》2 0 1 4 .1 2

《经济学人

》2 0 1 4 .1 2

射杀密苏里州弗格森
小镇黑人青年的警察被免
予起诉，几乎所有非裔美
国人都反对这一结果。每
年 美 国 警 察 约 有 400 起

“正当谋杀”。尽管他们面
对 的 国 家 拥 有 3 亿 枪 支 ，
谋 杀 犯 罪 率 是 德 国 的 6
倍，但以暴力解决问题的
警界文化仍令人震惊，一
些警察局甚至配备了军用
装备。为扭转局面，纽约
警局为警员配备自动摄像
机，以监督出警过程，但即
使如此，“每一个警区至少
有一名疯狂的警员”，除非
他们做了很蠢的事，没人
能炒他们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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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老人从袜子里放出和平鸽，说道：“这在今年每个人的圣诞愿望清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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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今年每个人的圣诞愿望清单上。

名家名家专论专论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是一
个很好的榜样⋯⋯泰国人应摒弃
分歧，向中国学习。

——泰国总理巴育
据路透社 25 日报道，巴育当

日对政府官员发表年终讲话。他
说，在 30 年时间里，中国已发展
成经济强国，“我们现在却仍在争
吵不休”。

我们有决心打击腐败并拒绝
为腐败官员提供避风港，同时继
续鼓励中国提供充足的证据，确
保美国执法部门可以对中国前官
员涉腐案件进行恰当的调查和起
诉。

——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
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博卡

斯与中国的“情缘”，始于 50 年前
的一场背包旅行。日前，博卡斯
接受专访，畅谈他眼中的 2014 年
中美关系。

圣诞节虽然是一个令人快乐
的节日，但对有些人来说却意味
着悲伤。我们有些家庭失去了他
们挚爱的亲人。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
据澳大利亚新闻网报道，澳

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与妻子
一道发表圣诞节致辞。报道称，
从众多新闻来看，澳大利亚今年
是“悲剧”的一年，虽然阿博特在
致辞中并未过多涉及。

正如我们不会要求美国改变
其政治制度一样,我们希望美国
能够尊重我们的政治制度。

——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
特罗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
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近期表
示，虽然古巴和美国同意复交，但
古巴仍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而美国应该尊重古巴的政治制
度。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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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正龙

2010 年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因美
国会日前未能将其纳入拨款法案
而再次落空，各方对美国阻碍 IMF
改革进程表示强烈不满，IMF承诺
明年 1 月将制定替代方案，推进被
延迟的改革进程。

根据2010年方案，原来属于发
达国家的 6%的份额将转移至新兴
经济体。中国的份额将由目前的
3.99%大幅上升至6.39%，由之前的
第六位跃升至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的 IMF第三大股东，投票权将从原
来的 3.65%上升至 6.07%，印度、俄
罗斯和巴西等金砖国家也将全部
进 入 前 十 位 。 这 一 改 革 被 称 作
IMF的“最根本改革”。

尽管此次份额改革并不会触
动美国超过 15%的一票否决权，但
是仍然让美国感到它在国际事务
中主导权受到威胁，因而采取拖而
不办的策略，力图延滞改革实施。

从本质上看，改革方案是 IMF
治 理 民 主 化 的 改 革 。 现 在 坐 在
IMF“主桌”上的不是美国的盟友，
就是美国的西方伙伴，而发展中国
家却被集体忽略，在 IMF决策机制
中缺少话语权，根本利益得不到保
护。改革之后将打破这一秩序，新
兴经济体权重将获得大幅增加，不
少新兴经济体将坐上“主桌”，美国
对此前景感到不适应。

对美国来说，改革的口子不能
开。根据改革方案的要求，美国需
将目前借给 IMF的700亿美元危机
应急资金中630亿美元转为份额增
资。反对批准 IMF 改革的美国议
员声称，在美国财政赤字高企、削
减预算之际，批准向 IMF 增资，对
美国来说代价太大。事实上，此项
操作只是将美国的钱从其在 IMF
的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并没

有增加美国的负担。美国所担心
的是，改革的口子一旦开了，未来
前景不可控制。随着新兴经济体
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不断上升，
根据 IMF 定期要对份额作出调整
的规定，西方在 IMF的份额可能会
不断被稀释，早晚将危及美国第一
大股东的地位。

此外，随着美国经济的改善，美
国的优先日程已发生变化。美国当
年积极倡导 IMF份额改革之时，正
是金融危机高峰、美国急切需要新
兴经济体支持之时。如今，随着美
国量化宽松政策结束，以及制造业
的回流，美国经济的复苏获得了较
坚实的基础。在此情况下，通过扩
大外汇富裕国在 IMF的权重以获取
救援资金的诉求已不再迫切。

美国朝三暮四的做法让一些
学者也看不下去。美国彼得森国
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博格斯
腾和杜鲁门撰文，公开呼吁 IMF抛
弃美国，甚至剥夺其否决权。他们
提出两个备选方案：一是将2012年
IMF 总裁拉加德提议设立的临时

双边信贷额度永久化，目前有38个
国家参加，资金池达到近5000亿美
元，而美国尚未参加，如果变为永
久性安排，相关决策将由出资国家
控制，美国出局；另一个更激进的
办法是，增加 IMF 的总份额，使美
国无法单独否决 IMF的治理改革。

美国在 IMF改革问题上“撂挑
子”做法，一方面说明美国因“家道中
落”对其未来实力增长缺乏信心，另
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经常挂在嘴上
的所谓“大国责任”、“领导作用”只是
用来敲打别人的虚伪托词，只要有违
美国的利益都可弃之如敝履。

IMF 改革因美国作梗迟迟不
能到位，严重影响了 IMF 的公信
力，使其代表性、合法性、公正性受
到国际社会的质疑。明年1月 IMF
究竟采取什么替代方案，确保在
2010年改革方案最终生效前，实现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份额和
发言权的进一步提高，值得国际社
会关注。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
金会高级研究员）

阻拦IMF改革，美信誉何在

肖艳艳

近日，安倍晋三连任日本首相
后立即组建新一届内阁，除防卫大
臣外其他 17 位阁僚均留任。鉴于
日本政府在内政外交上面临的一
系列难题和安倍的执政惯性，这一
老面孔组成的新内阁恐怕难有作
为。

首先，提振经济无疑成为安倍
内阁的首要课题。两年前，“安倍
经济学”作为安倍执政的招牌闪亮
登场。现在，“三支箭”已经完全跑
偏。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下滑，

国际评级机构近期将其国债信用
评级下调。日本政府有关统计和
研究表明，两年间“安倍经济学”使
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令人不解的是，虽然这一经济
政策纰漏百出，安倍仍将其奉为重
要政绩。也许，换个药方能医好日
本的经济病症，但安倍显然志不在
此。

第二，安倍热衷的修宪目标可
能会给他带来更多麻烦。根据日
本法律，修宪提案需要分别得到国
会众参两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员赞
成后才能交付国民投票，而如果半

数以上国民不赞成，那么也无法修
宪。日本多项民调显示，半数以上
民众反对修宪。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大选期
间，安倍政权刻意回避的安保、历
史认识等问题，已经被重新炒热。

在向右走的路上，安倍虽不孤
单却越发危险。新内阁中，多数成
员是与安倍“志同道合”的右翼政
客。这一构成，必将进一步助长日
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但民调显示，
在集体自卫权、重启核电、修宪等
问题上，民意对安倍政策的反对始
终高于赞成。今年7月日本民众因

反对行使集体自卫权而进行的大
规模抗议，安倍应该还没有忘记。

所以，日本右翼势力也不敢太
“任性”。这就不难理解安倍为何说
要努力加深日本国民对修宪必要性
的理解。需要提醒他的是，给民众
洗脑是需要时间的，不知道他的这
个任期会不会再次无疾而终。

另外，明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
安倍将发表“安倍谈话”。如不出所
料，一直试图为历史翻案的他将继续
给地区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如安倍自己所言，有了强大的
经济，才能展开强有力的外交，而
外交又与安全保障表里一体。无
视失效的“安倍经济学”，胸怀所谓

“政治抱负”，安倍将把日本带向何
方，或许不难想象。

老瓶旧酒，日内阁难作为

乌克兰议会 12 月 23 日表决
通过放弃不结盟地位的法案。
根据新法案，将《对内和对外政
策原则法》中的“乌克兰保持不
结盟地位”条款删除，增加“为达
到加入北约的标准”而深化与北
约合作的条款。乌克兰这一向
俄罗斯示威、向北约示好的举
动，无疑为化解乌危机增加了难
度。而计划在 26 日举行的乌克
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新一轮谈
判第二次会谈被取消，这使得被
寄予厚望的本轮谈判成果大打
折扣。

基本上，寻求加入北约将使乌
克兰成为俄罗斯的潜在军事对
手。乌克兰拒绝中立以及美国通
过新的制裁俄罗斯法案都将产生
非常消极的后果⋯⋯我们将不得
不作出回应。

——俄总理梅德韦杰夫

乌克兰放弃不结盟地位将导
致局势恶化，只有开启与东部地
区对话才能找到解决危机的办
法。

——俄外长拉夫罗夫

乌克兰做出这一决定是西方
在背后施加压力的结果。西方一
直企图把乌变成对俄施压的前沿
阵地，向西方靠拢将导致乌政府
的独立性日益降低。

——俄地缘政治研究所教授
奥特尔巴

乌克兰寻求加入北约，置身
于西方军事保护下。乌克兰为独
立、领土完整和主权而进行的斗
争已成为我们与全球关系的决定
性因素。

——乌总统波罗申科

放弃不结盟地位并不会为乌
带来实质性改变。

——乌政策分析与管理研究
所所长博尔特尼克

乌克兰加入北约近期前景黯
淡，或许需要数年才能实现。

——美联社
（据新华社）

乌俄对立
再添麻烦

顾周皓

石油、卢布和普京，一起奔向
63。这个段子已经流传了一段时
间，甚至连俄罗斯政界都不介意用
它来自黑。如今石油已经跌破了每
桶60美元的关口，卢布对美元的汇
率在前段时间的暴跌中也曾经跌到
1 美元兑换 80 卢布。但是过了 63
岁生日的普京，仍然以硬汉的形象，
对抗着美欧对俄罗斯经济的四面围
攻。

与石油的价格和卢布的汇率相
对应的还有一个数字，那就是普京
的民众支持率。据最近美国国家民
意研究中心发布的民意调查，约有

80%的俄罗斯人支持普京。在俄罗
斯经济因西方制裁而遭受重挫的当
口，普京的支持率却依然坚挺，恐怕
令许多西方国家大失所望。

经济制裁历来是西方国家的拿
手好戏。特别是西方借国际石油价
格暴跌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的确令
经济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俄罗斯受
伤不轻。近日卢布汇率因俄罗斯实
行超高利率以及国有企业出售外汇
开始企稳，回到 1 美元兑换 53 卢布
的水平，但与今年上半年相比，卢布
汇率仍是几近腰斩。

货币贬值，自然会带来严重的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
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在西方看来，

这样的形势下，普京当俄罗斯总统
的日子应该屈指可数了。甚至已经
有人宣称，俄罗斯经济即将崩溃，而
正是普京使得俄罗斯成为国际社会
的弃儿。

事实证明，这些想法完全是一
厢情愿。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看来，
俄罗斯经济困难应归咎于西方，而
普京才是对抗西方拯救俄罗斯的希
望。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尝
试了“休克疗法”、新自由主义经济、
私有化等等西方开出的药方，却只
是收获了国家地位下降，战略空间
遭挤压，经济发展乏力，民生凋敝以
及一堆寡头大鳄。这也是为什么俄

罗斯人在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叶利
钦之后会选择普京的原因。

近十年以来，俄罗斯借着石油
价格上涨的东风大收能源红利，经
济总量迅速跃升。但是经济结构
依然脆弱，卢布的长期疲软和物价
的习惯性上涨对俄罗斯人来说并
不陌生。此次卢布的贬值虽然造
成了物价的上涨，不过与俄罗斯以
前经历过的大规模物价上涨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对于俄罗斯人来
说，这一次的卢布贬值，并不是一
件难以承受的事情。况且俄罗斯
民族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毁灭和
重生，在苦难面前，俄罗斯人历来
不乏韧性和隐忍。

或许在这一轮与俄罗斯的交手
中，西方国家能够明白，在这个世界
上，有些国家，有些民族，不是能被
外来的压力所征服的。

卢布危机，压不倒俄罗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