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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经济有多伤

美国裹挟西方对俄罗斯进行极
限制裁，大量西方公司撤出俄市场
或暂停在俄业务。作为俄罗斯支柱
产业的能源行业遭到西方全面打
压，油气出口受阻。俄罗斯联邦国
家统计局20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
显示，2022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
（GDP）下降2.1%。

相比之下，乌克兰经济经历断
崖式下跌，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下
降30.4%。世界银行去年10月份发
布报告指出，冲突摧毁了乌克兰众
多工厂、农田。预计重建工作将需
要至少3490亿美元。乌第一副总
理、经济部长斯维里坚科说，过去一
年，乌克兰经济遭遇了自1991年国
家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损失和破坏。

外溢效应全球显现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盟跟
随美国对俄开展多轮制裁，导致欧
洲各国能源价格飙升。近一年来，
欧洲通胀居高不下，民众生活成本
上升，一些制造业企业被迫停产或
决定将生产线外迁，导致民众走上
街头，行业罢工潮涌现，一些国家还
出现执政危机。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重要粮食

出口国，俄罗斯还是重要化肥出口
国。2022年 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
后，国际粮价攀升，粮食危机加剧。
过去一年，在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
和美元升值背景下，非洲、中东、南
亚和拉美一些国家进口粮食的财政
负担明显加重，脆弱群体的粮食安
全进一步受到威胁。

美国大发“战争财”

乌克兰危机引发欧洲能源供应
短缺，美国却坐地起价大发盟友横
财。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10月就曾
公开指责美国卖给欧洲的天然气价
格比美本土市场售价高出3至4倍，
称美国从地缘政治争斗中获取超额
利润。

此外，美国出台《通胀削减法
案》，出台包括高额补贴在内的大量
激励措施，以推动电动汽车和其他
绿色技术在美国本土的生产和应
用，给欧洲国家造成产业外迁压力。
在危机中大发“战争财”的美国

同样遭遇“反噬”。面对通胀加剧，
美联储开启疯狂加息模式，以祸害
全球的方式转移自身危机，结果却
是物价水平居高不下，消费支出日
趋疲软，经济困境难解。

欧洲也不好过

炸鸡套餐，涨价40%；法式长棍
面包，涨价30%……乌克兰危机升
级一年来，法国大巴黎地区城市克
利希的物价持续上涨。面包店老板
抱怨，面粉、酵母等原材料和电费等
经营成本不断增加。“如果面包再不
涨价，我就只能关门了。”
涨价改变法国人的消费习惯。

70%的受访者不再吃新鲜水果和蔬
菜，原因是“太贵了”。部分法国消
费者不再购买奢侈品品牌服装，转
而选择价格低廉的超市自有品牌。
在即将过去的冬季中，数百万

法国人面临断电、缺电风险。法国

政府不得不号召全国缩减能源消
费，要求教育机构、办公室和对公众
开放场所的冬季供暖温度不得高于
19℃；民众也不得不调低暖气温
度。巴黎居民达夫妮告诉记者，自
己应对电费高企的办法是，调低暖
气温度，抱着热水袋过夜。
由于能源危机带来的成本上

升，法国去年企业破产数量飙升，比
2021年增加50%。那些在新冠疫情
中受到冲击的中小企业，在乌克兰
危机带来的高通胀下又遭受“致命
一击”。
“谁从乌克兰危机中受益？当

然是为这场危机准备了很久的美
国。”法国媒体人埃米利安·拉科姆
去年10月在法国新闻网站《每日新
闻》上发文指出，能源危机对许多
欧洲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能
源不稳定导致企业因支付不起天
然气和电费账单而不得不减产，越
来越多的员工失业，影响越来越多
的家庭。
“经济衰退威胁不断增加，处于

黑暗中的是欧洲和欧洲人的未来，
而不是获得巨额利润的美国人。”拉
科姆说。 据新华社电

乌克兰危机被观察人士称作“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剂，全球格局遭受巨大冲击。美国及
其盟友发起极限制裁试图从经济上击垮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及此后的拉锯式延续，俄乌经济民
生以及国际粮食价格、能源价格和金融市场受到冲击，也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复苏。

敬告用户
尊敬的用户：

我公司将于2月25日至3月3日期间，每日
进行相关系统、网络和设备割接升级工作，届时可
能会影响部分地区部分用户相关固网业务、IPTV
业务、800被叫付费、201业务、校园宽带、光纤宽
带、一卡充、移动定位业务、专线业务、3G/4G/
5G移动、114及116114业务、960110特服业务、
一号通业务、短信、增值业务、网上营业厅及手机营
业厅等各类业务的正常办理及使用。由此给您带
来不便，敬请谅解，并衷心感谢您对联通的一贯
支持。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天津市分公司

展望2023年，乌克兰危机的和
平解决依然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只
有通过政治途径化解危机。对话谈
判才是停火止战、恢复和平的根本解
决之道。

俄乌各说各话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除美西方一
些国家外，国际社会普遍支持双方通
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俄乌双方举
行过多轮谈判，但迄今，粮食协议可
以说是俄乌谈判取得的唯一成果。
在和谈问题上，俄乌各说各话，

目标南辕北辙。俄罗斯多次强调，俄
方从未拒绝任何形式的和谈，但同时
也指出，“不会以乌方条件为基础进
行任何谈判”，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
军事行动，直到达成全部目标。乌克
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在去年10月就签
署法令，禁止与普京进行谈判。
在谈判立场上双方分歧巨大，反

映双方都没有准备好重启谈判，乌克
兰局势的紧张程度正在加剧。

西方拱火浇油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拱火浇
油”，加大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力
度，推升冲突烈度。北约还在吸纳瑞
典、芬兰两个传统中立的北欧国家加
入，并不断加强在俄罗斯周边的军事
部署，进一步刺激俄安全神经。
就在本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

突然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泽连斯
基举行会谈，宣布美对乌价值5亿美
元新的一揽子军事援助。

劝和促谈才是正道

形势越是复杂，越需要采取冷静
务实态度。战火越是延宕，越不能放
弃争取和平的努力。只有有关各方站
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多为缓和
局势、劝和促谈做些实事，才有可能通
过政治途径化解危机，帮助所有深陷
战火的民众重见和平。 据新华社电

难觅和平

2022年3月29日，媒体记者聚

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俄乌代

表团谈判会场外。 新华社发

没有赢家
这是 2022年 3月 8日,一

对情侣在乌克兰伊尔平告别。
俄方3月9日在乌克兰多个城
市实行“安静模式”并开放人道
主义通道。 新华社发

去年2月27日，在罗马尼亚北部与乌克兰接壤的锡雷特边境关口，乌克兰

女子在帐篷外打电话。 新华社发

俄乌冲突升级一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