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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报道主流媒体报道

（一）《卫报》：俄罗斯将打赢经济战——而且普京（一）《卫报》：俄罗斯将打赢经济战——而且普京

并不打算撤军并不打算撤军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动经济战已经三个月了，但并没有按照

西方的计划进行。相反，进展非常不顺。西方对普京实施制裁，

并不是因为制裁是最好的选择，而是因为制裁比剩下的作壁上观

或军事介入这两种选择要好。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西方国家立即对俄

实施了首轮制裁。当时人们认为乌克兰会在几天内陷落，但这并

没有发生。虽然对俄制裁并不全面，但制裁力度在逐渐加强。不过，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在制裁之下会立即从乌克兰撤军。这并

不让人惊讶，因为制裁产生了反作用，导致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

气出口价格上涨，从而扩大了俄罗斯的贸易顺差并为其军事行动

提供了资金。在 2022 年的前四个月，普京可以“得意地”说俄罗

斯的经常账户顺差为 960 亿美元（合 760 亿英镑）——比 2021 年

同期高出三倍多。

当欧盟在本周早些时候宣布部分禁止俄罗斯石油出口时，全

球市场上的原油价格上升，克里姆林宫获得了另一笔意外之财。

俄罗斯并不难为其能源寻找替代市场，4 月份俄罗斯向中国出口

的石油和天然气同比增长超过 50%。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制裁

对俄罗斯来说无关痛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由于俄罗斯无

1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2 年第 16 期

2

法继续从西方进口，俄罗斯今年的经济将萎缩 8.5%。俄罗斯拥有

维持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货物储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货

物将逐渐耗尽。欧洲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是循序渐进的，因

此普京不会马上陷入金融危机。得益于资本控制和贸易顺差，卢

布仍然强劲。克里姆林宫有时间从愿意规避西方制裁的国家寻找

替代的零部件来源。

上周召开了达沃斯论坛，论坛传递出的公开信息是谴责俄罗

斯的军事行动，并再次承诺坚定地支持乌克兰。但私下里，人们

对长期冲突的经济成本表示担忧。这些担忧完全是有道理的。西

方国家已经面临着严重的通胀压力，俄乌冲突让其雪上加霜。英

国的年度通货膨胀率为 9%，为 40 年来的最高值。英国的汽油价

格已创下历史新高，能源价格上限预计将在 10 月上涨 700-800 英

镑 / 年。英国财政大臣里希 • 苏纳克为应对生活成本危机提出了

最新方案，这是他在四个月内提出的第三个方案，今年晚些时候

还会推出更多的方案。

由于冲突，西方经济体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叠加

通货膨胀的局面——回到了 70 年代的滞胀状态。包括英格兰银行

在内的各国央行认为它们必须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接近两位数的

通胀水平。失业率将继续上升。其他欧洲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甚至情况更严重，因为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比英国更依赖俄罗斯

的天然气。

世界上较贫穷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则要多得多。对其中一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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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来说，问题不是滞胀，而是饥饿，因为来自乌克兰黑海港口的

小麦供应断供了。正如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戴维 • 比斯利所

说：“乌克兰的粮仓堆满了粮食。与此同时，全世界有 4400 万人

正要饿肚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等所

有多边国际组织对人道主义灾难的担忧都在增加。发展中国家的

处境很明了：除非它们本身是能源出口国，否则它们将面临三重

打击，即燃料危机、粮食危机，和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面对养

活本国人民或支付国际债务的选择，各国政府会选择前者。斯里

兰卡是俄乌冲突以来第一个拖欠债务的国家，但很可能不是最后

一个。世界似乎比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临近一场

全面的债务危机。

俄罗斯在玩一场漫长的游戏，等待反对它的国际联盟分崩离

析。克里姆林宫认为，俄罗斯比西方能承受更多的经济阵痛，这

可能是对的。拜登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火箭系统就证明了制

裁不起作用。能源禁令和扣押俄罗斯资产并没能迫使普京撤军，

人们希望，来自美国的现代军事技术能实现这一目标。

冲突结束的一种方式是普京彻底战败，尽管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这似乎不那么可能。还有其他可能的结束方式：一种是对俄

罗斯的经济封锁终于起效，越来越严厉的制裁迫使俄罗斯退让；

另一种可能是通过谈判解决。

普京不会无条件投降，而经济战争可能造成的严重附带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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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显而易见的：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下降；发展中国家的饥荒、

粮食动荡和债务危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意味着西方还难以和克

里姆林宫达成妥协，但就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西方和俄罗斯之

间迟早会达成协议。

作者：Larry Elliott，2022 年 6 月 2 日

翻译：周嘉晖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2/jun/02/russia-（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2/jun/02/russia-

economic-war-ukraine-food-fuel-price-vladimir-putin）economic-war-ukraine-food-fuel-price-vladimir-putin）

（二）《卫报》：欧盟应该放弃制裁——它们弊大于（二）《卫报》：欧盟应该放弃制裁——它们弊大于

利 利 

英国有 600 万户家庭在今年冬天可能面临早晚间停电，以维

持对俄罗斯的制裁，整个欧洲也是如此。但是欧洲每天仍向俄罗

斯继续投入约 10 亿美元购买天然气和石油。这似乎很疯狂。欧盟

提出的停止购买的建议遭到了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且严重依赖其化

石燃料的国家的反对，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所需石油的 12% 和

天然气的35%是从俄罗斯购买的，匈牙利的相应数字更要高得多。

欧盟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做。有人提出了一个外交妥协方案，

即免除对通过管道进口石油的制裁，这将使匈牙利和德国免受影

响，但没有达成任何实际计划。真正的原因在于关于制裁的争论

已经沦为彰显气势的空谈。这些方案意在诱导一个外国政权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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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接受的政策。这在以前鲜少发生，而在俄罗斯身上更是彻底

失败。辩解者现在声称，制裁只是一种威慑，目的是在中长期内

发挥作用。随着乌克兰危机进入另一个阶段，这个中长期可能确

实很漫长。

 制裁可能损害了俄罗斯的信贷价值，但仅世界天然气价格飙

升 70% 就使俄罗斯国际收支超常激增。据俄罗斯中央银行称，其

经常账户贸易盈余现在是乌克兰冲突前的三倍多。同时，制裁显

然正在伤害实施制裁的西欧和中欧国家。 

 期望匈牙利在没有固定目标或时间安排的情况下，主动减少

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并像它所说的那样，对本国经济进行“核

轰炸”是荒谬的。制裁一旦开始就很难解除，雪上加霜的是俄罗

斯对制裁的反应是威胁要切断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进一步推高

价格，这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该国已经封锁了黑海港口，通常有

数百万吨的乌克兰谷物从这里运往外部世界。这一封锁使谷物价

格在2019年的基础上上涨了48%，沉重打击了以非洲为首的市场。

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俄罗斯自身大量谷物出口的价值。俄罗斯表示

如果取消制裁，将解除封锁。俄罗斯的提议是否属实毫无意义，

但西方不能对其制裁战争的意外后果视而不见。

北约一直谨慎行事，没有将乌克兰危机升级为全欧洲的冲突。

但制裁与之不同。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欧洲和世界其他地

区的数百万无辜人民将遭受痛苦。商品贸易和供应受到干扰。受

害者绝大部分是穷人。迫使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目标显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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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在这方面，军事援助的效果要好得多。但对欧洲其他地区

和外部世界已经造成的伤害现在是显而易见的。欧盟应该继续帮

助乌克兰，撤销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这些制裁不但会适得其反，

而且冷酷无情。

作者：Simon Jenkins, 2022 年 5 月 30 日

翻译：李晓易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2/may/30/eu-forget-

sanctions-russia-ukraine-food-energy-prices)

（三）（三）The InterpreterThe Interpreter11：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与中国：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与中国

竞争将适得其反竞争将适得其反

中国正在推动太平洋地区经济和安全公约，澳大利亚、太

平洋岛国及其伙伴国都在考虑如何应对。就澳大利亚而言，不应

该对太平洋岛国提出和中国相同甚至更甚的承诺。相反，同太平

洋岛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满足太平洋岛国的不同需求，是澳

大利亚实现同这些国家相互连结的最佳机会。而在这一点上，

改进后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项目（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简称 HADR），仍然大有可为。

 中国在其提出的《中国 - 太平洋岛国共同发展愿景》和《五

年行动计划（2022-26 年）》中的目标包括中国与其经济伙伴之

间的双边贸易翻倍，这有可能规避其他区域倡议，如美国提出的

1 The Interpreter 是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旗下的一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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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经济框架”。中国还寻求通过“中国 - 太平洋岛国执法能

力和警务合作部长级对话”扩大其与太平洋地区的接触。中国正

通过从双边主义合作（例如在警务方面）转向多边主义合作来展

示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信心。在 5 月 30 日与王毅外长的会议上，

10 个太平洋岛国外长优先达成共识，同意在五个领域进行合作，

其中包括疫情后经济复苏与建设新的农业和减灾中心。

 在会议之外，各太平洋岛国代表的回应反映了他们不同的历

史和现状。萨摩亚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双边协议，主要内容是为基

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斐济表示希望寻求更多的双边合作。相比

之下，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帕劳与其他三个太平洋岛屿国

家都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总统对中国的提议持怀疑和谨慎态度。

 中国外交影响力的局限性也可能暴露无遗。太平洋岛国可能

对协议的起草过程感到不满。萨摩亚、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的

民间社会团体也表达了拟定协议对所谓新闻自由、透明度和民主

影响的关切。

 澳大利亚是太平洋岛屿国家的主要外援和贸易伙伴，和太平

洋岛国的交往历史可能让澳大利亚比中国的外交影响力更大。然

而，中国提出的一些倡议将与澳大利亚试图将太平洋岛国纳入同

澳大利亚的经济和安全一体化的现有外交安排相冲突。

因此，中国的倡议被澳大利亚视作“直接挑战”，澳大利亚

总理安东尼 • 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认为有必要就此作

出回应。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希望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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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这一点受到了斐济的欢迎，黄英贤承诺将为该地区带来“更

多的资源”。

 澳大利亚不应该在零和游戏中与中国竞争资源，因为这将适

得其反。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的安全优先事项不该是一样的，

因为相对权重会有所不同。太平洋岛国强调的安全威胁包括气候

变化和非法捕鱼。正如斐济总理弗兰克 • 姆拜尼马拉马（Frank 

Bainimarama）所认为的，“在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的社区面前，

地缘政治不值一提”。太平洋岛国已下定决心不要“被卷入”地

缘战略竞争。如果将太平洋视为中澳竞争的后院，或者强调中国

资助的两用港口和渔船队用于军事活动的前景，澳大利亚只会破

坏其外交政策对不同太平洋岛屿国家利益的成功回应。而且会忽

视太平洋岛屿国家不是“被动的傻瓜”，这些国家可以利用澳中

地缘政治为自己攫取利益。

相反，澳大利亚应该采取慎重举措，了解太平洋岛国的安全

优先事项，并采取行动，同太平洋岛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同

样地，澳大利亚应积极促进太平洋地区的地区主义、凝聚力、合

作和团结。这可以通过改进 HADR 来实现。

澳大利亚可以支持斐济的“黑岩维和与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

营地项目”模拟区域灾难演习。在太平洋岛国的共识下，所有相

关的人道主义、军事和警察力量都可以参与其中——澳大利亚、

美国和中国的三边合作并非不可能。澳大利亚可以成立一个工作

组，来采购符合太平洋岛屿国家独特要求的资源，并制定协调准则，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2 年第 16 期 

9

这种对话可以重建地区凝聚力。改进后的 HADR 可以适应拟议的

《中国 - 太平洋灾害管理协议》。如果该提议没有实施，澳大利

亚可以授权第一个由太平洋地区主导的 HADR 协调中心。

太平洋岛屿国家重视同许多国家的关系，甚至当这些国家自

愿合作以造福该地区时（就像 HADR 一样），澳大利亚政府应当

表示理解。一个积极的迹象是，黄英贤已经迅速认识到，“我们（澳

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和繁荣是我们共同实现的，没有合

作就没有共同安全和繁荣。”澳大利亚需要下定决心倾听太平洋

岛国的意见，尊重并支持那些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国家，为其他国

家提供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同时提供使澳大利亚与众不同的计

划。以上措施可以同太平洋岛国建立信任和团结。HADR 就提供

了这种途径。通过谨慎的外交手段，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国家

绝对可以有所收获。

作者：Miranda Booth，2022 年 6 月 1 日

翻译：周嘉晖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competing-china-

pacific-will-backfire)

（四）美国政治新闻网：到你了，北京：拜登推出亚（四）美国政治新闻网：到你了，北京：拜登推出亚

洲经济协定后，美中贸易竞争加剧洲经济协定后，美中贸易竞争加剧

美国和中国在亚洲争夺经济霸权的战斗正式开始。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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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与其他十几个印太国家正式启动了备受瞩目的经济协定，中

国官员对此的回应称拟定的协议实际是政治武器，旨在将北京与

邻国分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表示：“美国应该给地

区国家一个明确的答复，美国是否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和

意识形态化，并通过经济手段胁迫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站队？”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最新争吵表明，随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

经济体对亚洲贸易影响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亚洲贸易预计将

在未来几十年内推动全球增长，它们之间的贸易关系将持续恶化。

而且，拜登政府就与中国的关系总体上采取了更加对抗的立场，

在拜登执政的第一年，由于美国专注于与新冠疫情及与其经济影

响作斗争，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亚太问题专家预计中

国会采取相应举措。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贸易、投资和创新高级

研究员安娜 • 阿什顿说：“我们也会看到中国加强在该地区现有

的贸易关系及影响力，因为中国认为美国的一个主要动机是边缘

化中国，或者以某种方式限制中国在该地区活动的能力。”

 除此之外，中国可以向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经济上的甜头，

从而破坏美国最新的拓展计划。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已经

超过了美国，现在它可以加快计划，通过现有的贸易协定进一步

扩大这些贸易关系。它还可以加强对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

对基础设施或清洁能源项目的资助，进一步巩固其在整个地区的

经济联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在周四一次备受瞩目的演讲中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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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更广泛的对华战略。布林肯发表讲话前，拜登作为总统首次

出访亚洲，包括韩国和日本等国。正是在东京，拜登宣布了 12 个

国家同意参与印太经济框架谈判，政府希望这一非传统贸易协定

能够重新确立美国在该地区的商业领导地位。这一举措令北京不

满，但拜登周一发表在中国武统的情况下美国将军事保卫台湾后，

北京更为光火。

 拜登对韩国和日本的访问最终考验了美国能否作为区域联盟

的领导者，制衡中国不断上升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拜登特

别表示，印太经济框架，是关于中国以外的各国“为 21 世纪的经

济编写新规则”。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斯科特 • 肯尼

迪认为：“我们看到的是逐渐强硬的立场，我们不再追求全球框架，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替代的、重叠的、竞争的，有时是互补的

倡议。”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 2018 年发起关税战以来，美国和中国

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自拜登去年上任以来，双方关系基

本没有改变。尽管政府目前正在审查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

但对数十亿美元商品征收的关税仍然存在，而试图通过对话解决

工业政策和劳工权利方面的分歧也没有取得成果。 

 行业团体和工会要求明确拜登与中国政府的贸易方针，特别

是他在最近几个月表示，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可以减少，以帮

助抑制通货膨胀。许多公司和许多美国立法者要求拜登恢复已经

失效的关税豁免，或者干脆完全放弃特朗普时代的关税。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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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求拜登缓和两国关系，否则两国企业发展更加困难。

 同时，印太经济框架也是弊大于利。该协定预计将寻求各国

自愿承诺加强供应链、根除腐败、实施数字监管和投资清洁能源，

但细节和参与的激励措施尚不明确。最终同意该框架的国家不会

获得更多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但可以从美国获得更多投资或简

化监管。

 白宫一再坚持认为，该框架不是为了迫使贸易伙伴在美国和

中国之间站队，尽管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它提供了“中国在该

地区政策的一个替代方案”。该框架的几乎所有谈判国都已经是

RCEP 的成员国。

 现实情况是，中国仍然是许多将参与拜登经济框架的印太国

家的重要贸易伙伴，更是基础设施资金和商业投资的重要来源。

由于美国和中国仍然处于经济竞争中，该地区的国家几乎没有选

择，只能安抚两者。肯尼迪认为：“关于美国要求该地区国家站

队的指控是错误的，美国是在要求各国选择想要的全球经济体系。”

 然而，很明显，北京认为印太经济框架迫使其他国家在两国

之间站队。汪文斌警告说，美国经济脱钩、限制技术或干扰供应

链的努力“只会给世界及美国本身带来严重后果”。中国坚决反

对特朗普设置和拜登坚持的关税，并认为这些关税的代价由美国

消费者承担。“美国应该反思自己的错误并加以纠正，而不是重

复这些错误，”汪文斌说。

 除了与区域伙伴现存的贸易协定外，中国还寻求加入跨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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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这是一个由美国领导的11国贸易协定，

但未能通过国会，后来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被放弃。北京已经是世

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 20 国集团等国际机构中的一个

重要角色。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本周在东京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正在该

地区“展示重要的经济影响力”，但如果北京不遵守国际准则，

他对这种接触的“实质”表示怀疑。

岸田表示：“中国责任巨大，即使在经济领域，中国也必须

履行这一责任。”

作者：Steven Overly，2022 年 5 月 26 日

翻译：李晓易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2/05/26/us-china-trade-rivalry-

biden-asian-economic-pact-00035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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