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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疫情
阴霾未散，俄乌冲突迭起。美国等西
方国家一边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一
边对俄罗斯挥舞制裁大棒，在粮食、
能源、金融、制造等领域全方位围堵
俄经济，俄乌谈判进程频繁受挫。

分析人士认为，俄乌两国与不
少国家经济依存度高，通过粮食、能
源等领域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
响。美国不断“拱火”，加剧地区冲突
长期化风险。经历疫情冲击的世界
经济旧伤未愈，其艰难复苏面临更
多挑战甚至危机。

能源安全风险蔓延

能源出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制
裁俄罗斯的重点领域。美国率先于3
月8日宣布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欧盟4月8日宣布停
止进口俄煤炭，欧盟委员会日前提
交的新一轮制裁方案中包括对俄石
油禁运内容。

俄罗斯是全球能源市场主要参
与力量，分别占全球煤炭、石油、天
然气出口的18%、11%和10%。目前，
欧盟进口中约40%的天然气、约30%
的石油和近20%的煤炭来自俄罗斯。
对俄能源制裁不断加码且趋于长期
化，给全球能源安全敲响警钟。

首先，能源流通受限，供应混乱
加剧世界尤其是欧洲经济运行压
力。挪威吕斯塔德能源公司预测，如
果俄罗斯停止交付，欧洲每年将产
生15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缺口。

作为对西方反制措施，俄罗斯
要求“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从4月起
使用卢布结算天然气，4月底以拒绝
该要求为由宣布停止向波兰和保加
利亚供气，一度刺激欧洲气价上涨
20%。彭博社报道，截至5月中旬，已
有20家欧洲企业在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银行开设卢布账户。

其次，价格震荡攀升，能源通胀
加剧全球经济民生冲击。不少机构
预测，未来数年国际能源价格将维
持高位。世界银行4月报告指出，能
源价格涨幅已达1973年石油危机以
来最高，预计在 2022 年涨幅将超过
50%，能源价格飙升可能持续到2024

年年底。
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放

缓，4 月份通胀率再创历史新高，其
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38%，成为通胀
主因。欧盟委员会预测，如果俄罗斯
天然气供应出现严重中断，欧洲经
济将陷入全面“滞胀”。

俄能源出口受限、欧洲承受供
应冲击的同时，美国却在悄悄获利。
趁着欧洲天然气供应严重不足，美
国迅速与欧盟达成协议，计划今年
额外向欧盟提供至少 150 亿立方米
液化天然气，这意味着美国对欧天
然气出口增加三分之二。

粮食危机日益迫近

俄乌冲突长期化，给粮食供应
带来重大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执
行主任比斯利认为，俄乌冲突是“以
一场灾难加剧了另一场灾难”。考虑
到俄乌两国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的
权重，越来越多机构和媒体提及“粮
食危机”，认为其全球冲击可能超出
预期，危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严重阻断生产，挤压粮食
产能。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
计，俄乌分别是世界最大和第五大
小麦出口国。两国合计分别占全球
大麦、小麦和玉米供应的 19%、14%
和4% ，占全球谷物出口量的三分
之一以上。过去三年，两国合计约占

全球小麦出口的 30%、玉米出口的
20%和葵花籽油出口的一半以上。

以“欧洲粮仓”乌克兰为例，俄
乌冲突导致该国数月前播种的小麦
无法收获，而冲突时刚播种的玉米
和向日葵无法施肥。市场人士预计，
乌克兰当季粮食可能减产超过50%。

俄罗斯是全球主要化肥生产
国，占全球总产量的13%。俄化肥出
口因美方制裁受限，导致全球化肥
价格大涨，巴西、美国等农业大国的
农户被迫减少化肥用量，可能因此
影响未来收成。

二是干扰贸易流通，加剧粮食
通胀。

俄乌冲突扰乱港口运营，叠加
西方制裁，让俄乌粮食出口严重受
阻，助涨全球粮价。在一些欧洲国
家，面粉、食用油、蔬菜罐头等生活
必需品限量销售，过高的价格让部
分中东民众一个月都吃不上肉。

相比价格上涨，欠发达地区面
临更恶劣局面。全球超35%的人口以
小麦为主粮，埃及、土耳其、孟加拉
国和伊朗从俄乌进口小麦的占比超
过60%。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
玉表示，全球约 50 个国家和地区高
度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供
应，包括非洲、亚洲等地一些最不发
达国家或低收入国家。

三是催生保护主义，供应缺口
恶化。

为应对国内供应紧缺和价格上

涨，一些农产品大国陆续出台限制
出口措施。根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
所数据，俄乌冲突爆发后，截至4月
底，推行粮食出口管制措施的国家
已增至 23 个。4 月和 5 月，全球最大
棕榈油生产国印度尼西亚和全球第
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分别宣布暂停
出口棕榈油和小麦。

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
席经济学家阿迪蒂亚·马图认为，当
下全球粮食贸易正陷入“囚徒困
境”，一些国家限制粮食出口，不仅
无助于缓解本国粮价，反而会进一
步推高全球食品通胀。

社会动荡风险加剧

粮食和能源关乎国计民生，其
双重冲击带来的社会风险不容小
觑。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粮食计划署和世界贸易组织 4 月发
布的联合声明指出，粮食价格上涨
和供应冲击可能加剧许多国家社会
紧张局势。

受疫情和俄乌冲突影响，南亚
国家斯里兰卡3月爆发经济危机。物
资短缺、物价高涨、供电紧张、本币
贬值等引发民众抗议，该国总统于4
月和5月两次宣布实施紧急状态。

非洲情况也不容乐观。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本月初表示，俄乌
冲突加剧了整个非洲的粮食、能源
和金融“三重危机”，可能导致部分
地区社会动荡。

即便是相对富裕的欧洲，民生
危机演变成社会问题的风险同样存
在。为抗议燃油价格上涨，西班牙巴
塞罗那出租车司机行业协会和西班
牙卡车司机工会分别组织游行和罢
工，一度造成当地商品和原材料供
应中断。

国际组织和机构近几个月纷纷
下调全球经济、贸易增速预期等关
键指标。国际观察人士认为，美国推
动对俄制裁、“拱火”俄乌紧张局势
正让世界埋单。

阿富汗一家食品贸易公司负责
人努尔丁·扎克尔·艾哈迈迪这样感
叹：“美国以为只制裁了俄罗斯，其
实它制裁了全世界。”

美国“拱火”俄乌冲突

世界经济添了哪些伤？

新华社瑞士达沃斯 5 月 25 日
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
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日前警告，受
俄乌冲突影响，世界经济进一步遭
遇逆风，全球通胀将呈螺旋式上升。

戈皮纳特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近
期世界经济愈加疲弱，通胀仍是世
界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由于能源
和食品价格高涨，很多国家的通胀
水平处于创纪录高位。”

戈皮纳特表示，多国央行对通胀反
应强烈，加息幅度超出预期，这使债务负

担已相当严重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
济体面临更大的借贷成本上升压力。

戈皮纳特还对当前经济全球化
面临的挑战表示担忧，认为一些“脱
钩”趋势将导致分裂，让全球增长付
出更大代价。

戈皮纳特同时表示，中国仍然
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贸易和世界其
他地区的增长前景都会产生影响。

IMF4 月预测，今明两年世界经
济增长率均为3.6%，较1月预测值分
别下调0.8和0.2个百分点。

IMF：世界经济进一步遭遇逆风

俄乌冲突长期化，给粮食供应带来重大风险。 资料图片

新华社平壤5月26日电 据朝
中社 26 日报道，自 24 日 18 时至 25
日18时，朝鲜新增发烧病例10.5万
多例，较前一天减少近 1.05 万例，
痊愈病人 15.7 万多例，无死亡病
例。这是自朝鲜宣布发现新冠疫情
以来，全国首次连续三天无新增死
亡病例。

朝中社援引国家紧急防疫指挥
部的通报说，从 4 月底到 5 月 25
日，朝鲜全国累计报告发烧病例
317 万多例，其中痊愈 289.9 万多
例，治愈率为 91.4%，尚在接受治

疗的还有27.2万多例。
自朝鲜 5 月 12 日宣布发现新

冠疫情以来，发烧病例在 5 月 15
日达到日新增 39 万多例的峰值后
逐步下降。目前全国总死亡病例
为68例。

据朝中社12日报道，朝鲜国家
紧急防疫部门本月 8 日对平壤一些
有发烧症状的患者进行抽样检测
后，确诊有人感染奥密克戎病毒。
这是自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
朝鲜首次报告在本土发现新冠确诊
病例。

朝鲜连续三天无新增死亡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