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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俄乌冲突已持续一个多月，其间美国等西方国
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与反制裁不断加码。分析人士
认为，持续的俄乌冲突可能将世界拖入旷日持久
的经济战泥潭，加速全球金融体系调整，并产生深
远影响。

国际支付系统“被脱钩”
金融体系动摇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对俄
“不友好”国家和地区购买俄天然气须
改用卢布结算，如果拒绝以此方式付
款，俄方将视为买方违约，一切后果应
由买方承担。新规定自4月1日生效。

此前，美欧对俄罗斯实施多项金
融制裁，包括将俄部分银行排除出环
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
统之外，一度导致卢布汇率暴跌。作
为回应，俄推出天然气“卢布结算令”，
以稳定本国货币和金融体系。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一国货币可
能因通胀、做空、制裁而贬值甚至被弃
用，但能源、大宗商品是“硬通货”。作
为资源大国，俄罗斯祭出“卢布结算
令”，既是对西方制裁的反制，也是一
种摆脱西方主导支付体系的尝试。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日访问印
度期间表示，俄印两国已经实施卢
布-卢比贸易支付机制，将使用本国
货币进行石油、军事装备和其他商品
的贸易，加大力度摆脱以美元为基础
的支付系统。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
日在接受俄罗斯第一频道直播节目采
访时表示，使用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
气的相关政策未来也将适用于其他商
品的出口。俄罗斯国家能源安全基金

会首席分析师尤什科夫认为，届时国
际贸易结算体系或将面临重构。

国际金融生态碎片化
经济成本提高

俄乌冲突以来，西方国家与俄罗斯
的“政治划界”蔓延至经济、金融领域，
迫使企业“选边站”，给经济全球化带来
逆风，显著增加全球经济运行成本。

一方面，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不
少西方企业决定撤出俄罗斯市场；另
一方面，越来越多俄罗斯企业面临西
方制裁，或被限制乃至切断与西方经
济、金融联系。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
夫1 日表示，一些俄罗斯大型上市企
业在海外的存托凭证将回归莫斯科金
融市场。此前，一些欧美国家证券交
易所宣布暂停俄上市企业的存托凭证
交易。

供应链咨询公司 Resilinc 首席执
行官宾迪娅·瓦基勒认为，未来全球供
应链将不再高效，可能推高全球通胀，

加剧民生负担，拖累世界经济。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下旬

发布报告，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从3.6%下调至2.6%，并指出俄乌冲突
是增长预期下调的主要因素。

全球规模最大资产管理集团之一
的贝莱德公司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
日前表示担忧，认为俄乌冲突可能危
及全球化进程。

美联社报道，过去数十年中，经济
全球化带来的自由贸易让不少国家受
益，发达国家尤其享受了低价商品供
应，从而保障经济增长和市场稳定。
如今，世界可能与低通胀时代告别。

国际外储结构多元化
美元地位削弱

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主要以美元为
主导，美元地位在二战后国际力量对
比变化、美国国力上升的情况下确
立。作为全球贸易结算和各国央行外
汇储备的主要货币，美元成为美国影
响全球金融、能源乃至经济命脉的重

要工具和经济武器。
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已多次冲击

国际金融市场，显著影响全球跨境资
本流动、资产定价和汇率稳定。美国
财政和货币政策“放水”推动物价飞
涨，并通过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向世界输出通胀，而后通过“收水”促
使资本回流到逐渐恢复健康的美国市
场，最终令不少国家蒙受恶性通胀和
资本外流的双重打击。

随着美国近年为应对危机推出巨
额量化宽松措施助推美元贬值并侵蚀
他国经济果实，更多人士认为“去美元
化”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渐成一种现实
需要，“石油美元”和“外储美元”的地
位面临挑战。俄乌冲突中，西方国家
将金融“武器化”的做法进一步引发各
方质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戈
皮纳特日前表示，西方在俄乌冲突后
对俄罗斯发起的金融制裁可能削弱美
元主导地位。在全球贸易中，不少国
家将更多使用其他货币，各国央行持
有的储备资产将进一步多元化。

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过去20
年里，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从超
过70%降至不足60%。美国及其盟友
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决定引发关于
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激烈辩论，加速
侵蚀了美元主导地位。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美西方对俄制裁或加速全球金融体系调整

近期，美国部分政
客和媒体蓄意将俄乌冲
突与台湾问题相关联，
诬称乌克兰局势走向对
台湾问题有示范效应，

借此渲染台海冲突风险。如此毫无根
据的恶意勾连，如此居心叵测的构陷
抹黑，极其离谱，也十分危险。

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
区别，没有任何可比性。两者最根本
的不同在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
内政，乌克兰问题则是俄乌两个国家
之间的争端。美方有些人在乌克兰问
题上强调主权原则，但在台湾问题上
却不断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美方就一
再渲染中方“武力攻台”，攻击抹黑中

国。一直以来，台海局势趋于紧张的
根本原因在于，美台勾连制造对立。
美国一些势力为了遏制中国，屡屡打
出“台湾牌”，纵容鼓动“台独”势力发
展，一再向台出售武器，挑战和破坏一
中原则，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将台海推向危险境地。民进党当局出
于“台独”本性，加紧与美方勾连，甘愿
充当美方工具，如今又借俄乌冲突蹭
热点、玩“碰瓷”，渲染所谓大陆“威
胁”，刻意升高两岸对抗与谋“独”调
门，甚至狂妄鼓吹战争，“倚美谋独”的
丑陋嘴脸一览无余。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
之。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海峡两岸历史同源，文化同根，同
属一中。台湾的前途希望在于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在于实现国家的统一。
中方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政策，同时

保留遏制“台独”的一切选项。
美方一些人罔顾事实恶意将俄乌

冲突与台湾问题勾连，甚至呼吁美国
政府将战略重心聚焦亚太，其实就是
想给“台独”势力制造“遐想”空间，推
动台海局势紧张，以实现他们谋求地
缘政治利益的精心算计。借俄乌冲突
再次渲染“大陆武力攻台”威胁，美方
就能为继续对台出售武器、增加自身
军费开支找到托词，就能为继续干涉
地区事务、拉帮结派搞所谓“印太战
略”找到理由，就能为继续谋求强化
对华制衡、遏制中国发展找到借口。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
完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
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对中美关系
造成颠覆性影响。美方在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中都明确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一
中原则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

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本届美国
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坚持一个中国
政策、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但行动与
表态明显不符。近期，美方在涉台问题
上错误言行不断，甚至再次对台军售。
中国政府已对美方的一系列错误言行
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任何纵容
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企图打“台湾牌”
搞“以台制华”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中美过去和现在都有分歧，将来
还会有分歧。关键是管控好分歧。一
个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对双方都是
有利的。美方应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
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规定和美方所作承诺。奉劝
美国一些人停止向“台独”势力发送错
误信号，不要在十分危险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否则必将自食苦果。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渲染“借乌谋台”注定玩火自焚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中国医疗队口腔外科医生徐克（左）和当地助手为先天性唇腭裂患儿实施手术。
第31期中国援桑给巴尔医疗队3月28日至4月2日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开展“微笑天使”唇腭裂手术周活
动，为40名患有先天性唇腭裂的患儿提供手术治疗。 新华社发

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
开展“微笑天使”唇腭裂手术周活动

新华社布达佩斯4月3日电
（记者陈浩） 匈牙利国家选举办公
室 3 日晚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
示，匈牙利执政联盟（青民盟和基民
党）在当天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获胜。

根据对 81.3%选票的计票结
果，执政党青民盟和基民党组成的
竞选联盟得票率为 53.96%，将获

得国会199个议席中的135席。由
6 个反对党组成的匈牙利团结联
盟得票率为 34.18%，“我们的祖
国”运动得票率为6.34%。

根据匈牙利选举法，匈牙利国
会共设199个议席，其中，106个议
席由单一选区直接选举产生，其余
93个议席由进入国会的政党分配。

匈牙利执政联盟
在国会选举中获胜

4月3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中）在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集会上发表
讲话。 新华社发

4月3日，遇难者家属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技术学院站”地铁站悼念在
地铁爆炸案中逝去的亲人。2017年4月3日，圣彼得堡地铁遭爆炸袭击，
造成至少14人死亡、逾50人受伤。 新华社发

圣彼得堡悼念地铁恐袭案遇难者

4月3日，农民在阿富汗坎大哈一处罂粟田采摘罂粟。阿富汗临时政
府3日发布声明称，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颁布一项法令，在
该国境内禁止罂粟的种植及其相关产品的交易。 新华社发

阿富汗宣布禁止罂粟种植

新华社科伦坡 4 月 4 日电
（记者车宏亮 唐璐）斯里兰卡内
阁20多名部长3日晚集体递交辞
呈。斯总理府表示，总理马欣达·
拉贾帕克萨不会辞职，解决该国燃
料和电力短缺问题的新方案正在
讨论之中。

斯里兰卡执政联盟议会党团
领袖古纳瓦德纳 3 日晚间宣布了
内阁部长集体递交辞呈的消息。
目前，斯现任内阁只有总统和总理
留任，不在内阁部长之列的国务部
长也将继续留任。当地媒体预计，

不久后将组建新内阁。
斯里兰卡现任内阁由总统戈

塔巴雅·拉贾帕克萨、总理马欣
达·拉贾帕克萨和其他 20 多名内
阁部长组成，总统戈塔巴雅是内
阁首脑，同时兼任国防部长和技
术部长。

斯里兰卡目前面临外汇匮乏、
物资短缺、物价高涨、供电紧张等
问题，并引发抗议活动。自3月31
日晚以来，政府已多次采取宵禁措
施。总统戈塔巴雅 1 日晚宣布在
该国实施公共紧急状态。

斯里兰卡多位内阁部长辞职

据新华社柏林4月4日电（记者
朱晟 张雨花）德国联邦统计局4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工作日和季节调
整后，2 月德国商品出口额和进口额
环比分别上升6.4%和4.5%。

数据显示，2月德国商品出口额和
进口额同比分别上升14.3%和24.6%。

数据还显示，当月德国对欧盟成
员国出口额和进口额环比分别上升
10.4%和5.2%。

德国批发和外贸协会负责人表
示，虽然全球供应链紧张2 月有所缓
解，但现在正面临新的考验，俄乌冲突
扰乱了空中、海上和铁路货运，“外贸
行业必须为困难时期做好准备”。

德国2月商品
进出口额环比上升 据新华社圣何塞4月3日电

（记者范小林）哥斯达黎加最高选
举法院3日晚宣布，根据对当天举
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98%选
票的统计结果，哥经济学家、社会
民主进步党候选人罗德里戈·查韦
斯获得 52.85%的选票，赢得总统
选举。

查韦斯在获胜后表示，他将团
结所有人共同克服面临的困难，增
加就业，降低生活成本，消除贫困。

查韦斯的竞争对手、民族解放

党候选人、前总统菲格雷斯已承认
败选，他获得了 47.15%的选票。
据哥最高选举法院统计，第二轮总
统选举的投票率为56.9%。

查韦斯现年 60 岁，曾在现政
府中短暂担任财政部长。此前近
30年间，他曾任世行驻印度尼西亚
代表处首席代表。查韦斯当选后
面临重振国内经济的重任。哥经济
虽然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开始
恢复，但目前仍面临高财政赤字和
外债、高失业率和贫困率压力。

哥斯达黎加经济学家
查韦斯赢得总统选举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4月4日电
（记者史彧）刚果（金）政府4日说，该
国东南部卢阿拉巴省3日发生一起货
运列车脱轨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

刚果（金）交通部4日在社交媒体
上说，一辆货运列车3 日晚在行驶至
卢阿拉巴省卢布迪地区时失控，多节
车厢脱轨。卢布迪地区行政长官马坦
达向媒体证实，事故已造成至少 7 人
死亡、14人受伤。刚果（金）交通部宣
布正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由于铁道
和机车老化、乘客和货物超载等问题，
火车脱轨事故在刚果（金）时有发生。

刚果（金）一火车脱轨
至少7人死亡

新华社墨西哥城4月3日电（记者
王钟毅） 基多消息：厄瓜多尔内政部
长帕特里西奥·卡里略3日说，位于该
国南部城市昆卡的一所监狱当天凌晨
发生暴乱，造成至少12名在押犯人死
亡，另有多人受伤。

卡里略在3日下午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暴乱是由囚犯帮派争斗引
发的。目前，警察和武装部队已进入
监狱维持秩序。厄瓜多尔监狱系统长
期面临囚犯超员和经费不足等问题。
去年，该国多次发生监狱暴乱，造成
300余名犯人死亡。

厄瓜多尔
发生监狱暴乱

欧洲联盟酝酿对俄罗斯追加制
裁之际，成员闹起内讧。波兰领导
人4日公开点名德国总理奥拉夫·朔
尔茨，指责德国因自身经济利益袒
护俄罗斯，是对俄追加制裁的“最大
路障”。

俄罗斯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
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和西方多
国先后宣布对俄制裁措施，涉及诸
多领域。虽然德国也加入其中，但
一直拒绝对俄实施能源禁运。

这引发同为欧盟成员国的波兰

不满。波兰总理马泰乌什·莫拉维
茨基4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欧
盟正在讨论扩大对俄制裁，但德国
是挡在前面的“最大路障”。他呼吁
朔尔茨改变立场，对俄采取更强硬
态度。

按他的说法，德国领导人和政
界人士现阶段不能只顾德国企业反
对制裁的声音，而应倾听乌克兰人
的声音。

莫拉维茨基还把矛头指向去年
底卸任的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

尔，批评后者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一直保持沉默。在他看来，正是德
国最近10多年来实行的政策，导致
俄罗斯通过出口原材料增强了实
力。此前一天，波兰副总理、法律
与公正党领导人雅罗斯瓦夫·卡钦
斯基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给出同样
说法。

卡钦斯基不仅埋怨德国，还指责
法国对俄“偏心”。他说：“德国和法
国一样，对俄罗斯有强烈的偏爱。”

据新华社电

波兰指责德国是对俄制裁“最大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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