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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谎言生态谎言

《明镜

》20 14. 11 . 3

德国市场上对于生态食
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几
乎成了一个新的黄金产业，
但许多本土农民却在这片战
场上选择了退却——对于沼
气能源的依赖和便宜的进口
农产品使得这个行业在德国
逐渐萎缩。大公司贴着生态
标签的新农产品也在挤压传
统农业，传统农民的生产成
本逐渐升高，却无法通过直
接的售卖价格来赚回成本，
这成了目前德国农业的核心
矛盾，“生态”农产品真的能
取代传统农业吗？

从朋友到冤家从朋友到冤家

《新政治家

》2 0 1 4. 10 . 23

近来，英国剑桥大学历
史学家布兰登·希姆斯对英
国和德国在过去几百年的互
动历史进行了分析。他认
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英国和德国其实一直处于相
互尊敬和仰慕的状态，两个
国家为了各自的自由和欧洲
的自由，有着共同的事业。
但如今，这样的状态没有得
以保持。英国和德国成为了
欧盟内的冤家，面对来自欧
洲和中东的挑战，这两个欧
盟主要成员国分歧严重，令
欧盟难以采取统一行动来应
对局势。

革命的终结

《经济学人

》20 1 4 .1 1. 1

不 到 一 个 月 后 ，伊 朗
核谈判将产生结果。现在
双 方 争 执 的 焦 点 是 ：伊 朗
应 该 拥 有 多 少 离 心 机 ，协
议 的 有 效 时 间 是 多 长 ，对
伊制裁在何时取消。1979
年 伊 斯 兰 革 命 以 来 ，伊 朗
逐渐“正常化”。而油价的
下降和制裁的加剧使伊朗
遭 遇 经 济 萎 缩 ，这 些 都 将
促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走实
用主义的道路。

谷物之战

《纽约客

》20 1 4 . 11 . 3

谷物中的麸质大概是
世界上最重要的蛋白质来
源。人类食用它的历史已
经超过 1 万年。但近年来，
一些医学家认为，食用麸
质 与 众 多 疾 病 有 关 。 到
2016 年，美国无麸质食品
的销售额将到达 150 亿美
元，这甚至已成为文化和
身份标签。麸质身份转变
的罪魁祸首是人类基因无
法适应高糖高热的现代西
方饮食。谷物过分精细化
处理，使人们摄入的营养
种类减少，但麸质增加，引
发 了 血 糖 问 题 及 慢 性 疾
病。

外刊封面

纵论天下

国际走笔

声音

吴正龙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
次峰会 16 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首府布里斯班市落下帷幕，会议通
过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和框架协议，
并发表了《G20 领导人声明》成果文
件。此次会议成功举行标志着因危
机而生的G20正在实现自身转型。

G20 是 1999 年 9 月由八国集团
财长在华盛顿提出的，目的是防止
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重演，为有关
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
正式对话提供一个平台。2008年全
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G20 由部长
级会晤升格为领导人峰会，这从根
本上改变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结构。

正是在 G20 峰会构架之下，所
有成员国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挽狂
澜于既倒，避免金融危机演变成上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G20 顺理
成章，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
合作的主要论坛。

在过去几年里，G20从金融危机
之初的商讨应对危机，逐渐转向谋划
全球经济治理。当前，G20不再仅仅
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所造成的遗留问
题，而是着眼长远，适应国际经济常
态化的新需要，为全球经济治理扮演
新角色，提供新附加值。未来G20关
注的重点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创造持续稳定的增长。目
前，虽然经济复苏初现曙光，但增长
仍面临巨大挑战。在今年 2 月份悉
尼举办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
承诺在未来5年内将20国集团的经
济产出额外提升 2 个百分点。要实
现这个目标任务十分艰巨。无论此
次峰会所确定的增长、就业与抗风险
主题和世界经济形势、国际贸易、能
源等具体议题，还是出台的行动计
划，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挖掘世界
经济新增长点，推动世界经济从周期
性复苏向可持续增长转型。

其次，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要
培育开放、包容、透明、非歧视世界大

市场，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要继
续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作为
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印度就落
实巴厘岛《贸易便利化协定》采取主
动行动，为打破目前僵局创造了必要
条件，也为结束多哈回合奠定了基
础。此外，要推动建设开放型区域合
作构架，避免国际市场分割和碎片化。

再次，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
G20 要加大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以
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推动国
际社会就气候变化、国际能源安全、
防控大规模传染疫情等加强合作。

最后，完善全球治理结构，跟上
时代步伐。战后以来，随着新兴经
济体国家群体崛起，世界经济的规
模和结构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际资本流动同样也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新要求。
上个世纪形成的老规则老架构要根
据新情况适时进行调整完善。20世
纪的治理结构“管理”21世纪世界金
融的现象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

目前，当务之急是加快落实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作为世
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在全

球金融治理体系中所占的地位被严
重边缘化，拥有 IMF 的份额甚至不
如比利时与荷兰的总和。如果改革
方案得以实现，中国在 IMF 的份额
将升至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
本。然而，美国对 IMF 的重大决定
拥有一票否决权。美国国会 4 年来
迟迟未能通过相关立法，其理由是
改革会增加美国财政赤字、降低美
国影响力。事实上，IMF 改革压根
儿就没有触动美国的否决权。上述
借口只是美国行政部门与国会演出
的“双簧”，是为了维护美元垄断地
位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主导权而采
取的缓兵之计。美国拖延IMF改革
严重影响了IMF有效性与合法性。

习主席说，“大时代需要大格局，
大格局需要大智慧。”G20未来发展
取决当下的决断。从应对危机，过渡
到常规治理，G20正处在一个新的起
点，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G20要
承担起引领全球治理、协调各方的责
任，为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
衡增长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
金会高级研究员）

G20正在实现自身转型

名家专论专论

“所谓能源价格的灾难性下
跌，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认同这一
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

俄罗斯总统普京 14 日就国
际原油价格下跌对外界作出回应
称，在全球经济可能出现新的“泡
沫”效应的背景下，俄罗斯已准备
好应对各种情形，包括能源价格
的“灾难性下跌”。

“美国经济已经恢复增长，但
不 能 指 望 美 国 背 负 起 全 球 经
济。” ——美国总统奥巴马

美国总统奥巴马 15 日在澳
大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
领导人第九次峰会间歇发表的一
次演讲上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共
同努力，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全球
经济增长。

“对人类文明而言，这是一大
步。我们率先完成这项任务，这
将名留青史。”
——欧航局局长让－雅克·多尔丹

经过 10 年“追逐”，欧洲航天
局的彗星探测器“罗塞塔”12 日
向目标彗星的彗核发射着陆器

“菲莱”，以便更直接地探索彗
星。尽管着陆后的“菲莱”并未按
计划牢牢固定在彗核表面，为日
后取样工作设置了不少障碍，但

“菲莱”成功着陆至彗核表面并传
回数据尚属人类首次。

“他（杰布·布什）应该参选总
统。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

——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
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

11 日说，他认为弟弟杰布·布什
应该参加2016年总统选举。

“尽管欧盟成员国正在考虑
把一些东部民间武装成员列入对
俄制裁名单，但‘现阶段’采取更
多 经 济 制 裁 不 在 考 虑 范 围
内。” ——默克尔

围绕乌克兰危机，美国和欧
盟先前对俄罗斯发起多轮制裁。
欧盟外长定于 17 日举行会议，商
讨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的可能性。

（据新华社）

“之前发起的空袭有效地削
弱了 IS的战斗力，放慢了该组织
的行进步伐⋯⋯现在，我们需要
地面部队参与——让伊拉克的地
面部队对 IS发起反击。”

——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宣布

向伊拉克增兵 1500 人后，上周，
一个美国军事专家组抵达伊拉克
西部安巴尔省的一处空军基地进
行考察，为后续部队的到来打前
站。

根据最新增兵计划，美军除
了在巴格达和埃尔比勒外围建立
两个军事顾问和协调中心外，还
将在伊拉克北部、西部和南部建
立多个训练基地，培训 9 个伊陆
军旅和 3 个库尔德民兵旅。看上
去，美军似乎正在将作战重心由
空袭转向地面。

“鉴于‘伊斯兰国’武装比伊
拉克军队明显占据优势，军方正
在考虑（与伊军并肩作战的）可能
性。”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
普西

从伤亡风险较小的空袭转向
风险较大的地面部署，美国如此
调整策略实属迫不得已。今年 8
月开始空袭伊拉克境内的“伊斯
兰国”目标时，美国曾希望，高强
度的轰炸能在较短时间里重创对
方，至少瓦解其斗志。然而 3 个
月后，在“国际联盟”空中打击和
伊拉克武装地面反攻的双重夹击
下，“伊斯兰国”仅是攻势略减，虽
有少数城镇被伊拉克安全部队或
库尔德武装夺回，但其占据的伊
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盘依然稳
固。

对奥巴马而言，这种调整有
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当年他竞选
总统的承诺之一就是结束伊拉克
战争，而在 2011 年终于从伊拉克
完成撤军后，奥巴马曾多次表示，
决不派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如
今事态的发展似乎已经超出他的
掌控。 （据新华社）

美打击IS
困难重重

何鑫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与俄
罗斯签署的军事合同便成了法国总
统奥朗德手中的“烫手山芋”。

近日，法国以“现阶段不具备交
付条件”为由再次推迟向俄方交付
首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根据
合同，首艘“西北风”级战舰本应于
10月交付，但由于乌克兰局势而被
屡次推迟。对此，俄罗斯发出“最后
通牒”，如果法国不能在两周内即本
月底前交付首艘“西北风”级战舰，

俄方将寻求索赔。
此前，一个包括多名俄罗斯国

防产品出口公司专家在内的俄罗斯
代表团原定 14 日前往法国西部圣
纳泽尔港参加战舰交付仪式。不
过，由于法国政府多次表态推迟交
付，代表团没能成行。

根据两国 2011年签署的协议，
法国为俄罗斯建造两艘“西北风”
级两栖攻击舰，合同总价值 12 亿
欧元，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5 年交
付俄罗斯海军。当时签署该合同
时，双方并未附加任何有关国际政

治局势的交付条件。由于俄方已
支付了合同款项，法国违约将面临
巨额赔偿。

奥朗德 10 月底曾表态将在 11
月作出决定。另一方面，法国总理
瓦尔斯说，法国尊重合约，但是作为
一个有分量的大国，法国希望乌克
兰实现和平。鉴于乌克兰危机升
级，法国先前一度威胁取消与俄方
的“西北风”军售合同。不过，奥朗
德5月承诺法国将继续履约。

眼下，法国如果违约，不交付战
舰，除了要退还近 10 亿欧元定金，

还将面临俄方提出的巨额赔偿。而
且，失去信誉的法国军工产业势必
会受到巨大影响，这一切无疑都将
重创法国经济，法国承担不起。但
如果法国交付战舰，又将遭受巨大
的国际压力。奥巴马在今年6月出
席诺曼底登陆 70 周年纪念日活动
时，已明确批评法国坚持履行对俄
合同“不合时宜”。而对法国作出推
迟交付的决定，美国则表示赞许，称
其为明智的决定。得罪美国等盟
友，法国又不值当。

法国一直希望俄罗斯在乌克兰
危机上作出努力，孰料俄方立场一直
强硬，奥朗德在西方与俄之间的一番
斡旋并未奏效。将自己逼到如此尴
尬境地，法国断然也是没想到吧。

进退不得 如此尴尬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演说。左边图中的演说内容是：“和新的共和党国会共事将需要一些平等交换，给予和接
受。”右图中奥巴马接着说：“我将接受。” （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欲取先施

新华社记者

《纽约时报》网站 12 日发表社
论，批评中国限制向其驻华记者颁
发签证。作为在全球有影响力的传
统大报，社论无疑代表报纸的灵
魂。然而，如果细看该社论观点，只
能暴露其言论的失实、失态、失信。

一是失实。
社论说，外国记者在过去一段

时间内一直很难获得在中国工作的
许可。

情况果真如此吗？
远的不说，中国今年举办了多

次国际大型会议和活动，诸多外国
记者齐聚中国进行采访报道。

刚刚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
织（APEC）系列会议，吸引了来自世
界各地的4000多名记者，人数居历届

之首；9月，天津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
坛上，超过500多名中外记者参会。

事实不言自明。
二是失态。
社论还说，中方传递讯息意在

提醒外国新闻机构，他们正在因为
自己的报道遭受惩罚。

究竟是什么惩罚？如果了解了其
中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黑白自分。

今年 1 月底，《纽约时报》一名
叫王霜舟的记者违反签证规定，被
中方要求离开中国。这件事让《纽
约时报》耿耿于怀，不惜借中美元首
记者会的时候旧话重提。

2013 年 5 月，王霜舟从老东家
《时代》周刊离职，并交回了中国主
管部门颁发的外国常驻记者证。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
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其常驻

记者签证已经失效，王应在规定时
限内离境，或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
签证或居留证变更签证。随后，《纽
约时报》向中方提交了派王霜舟任
驻京记者的申请。但在中方依法依
规审理申请的过程中，在不具备《纽
约时报》驻京记者资格情况下，王霜
舟继续持原有居留许可入出境。这
违反了中方有关法律和规定。

根据国际法的国家主权原则，
主权国家享有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
辖权。外国人受所在国和国籍国的
双重管辖。中国如此，美国也如
此。“记者”两个字绝不是违法违规
的借口，“白马非马”的诡辩逻辑也
绝不是外国记者胡作非为的托词。

《纽约时报》把记者个人违规算
到中国政府账上，这种预设立场、故
意误导舆论的言行，是别有用心的

“煽动性”宣传。
三是失信。
现实总能在历史中找到蛛丝马

迹。
2004年，《纽约时报》承认在美国

对伊拉克战争前错误地促进了公众
相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而讽刺的是，这篇社论却对曾
经的丑闻选择性忘记，并称该报“从
不打算为了迎合任何政府的要求而
变更自己的报道”。

《纽约时报》舆论监督员奥克伦
特曾总结出美国新闻报道 5 种“病
态的新闻炒作方式”，即求一时哗众
取宠、打匿名消息来源牌、为抢头版
不加核实、千方百计抢“独家”和媒
体袒护记者。

这篇社论并不是《纽约时报》第
一次失信，可以预见也不会是最后
一次。奉劝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媒
体，走出国门的时候须先学会怎样
尊重他国主权、遵守他国法律，以免
再次作出失实、失态、失信的报道。

《纽约时报》的失实、失态、失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