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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俄乌冲突背景下美西方与

俄罗斯博弈的关键领域。截至目前，美

西方已对俄能源领域实施多轮制裁，且

正酝酿新的限制措施。在巨大压力下，

俄能源出口暂未受到实质影响，但前景

不明。为应对当前困境，俄罗斯积极调

整定位，将重心向亚太市场转移。

能源制裁层层加码

俄乌冲突以来，美西方瞄准俄金融

命脉与能源命脉实施精准严厉打击。

但由于欧洲对俄能源依赖度较高，对俄

能源制裁难以一步到位，只能采取层层

加码、步步紧逼的方式。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和英国等对俄石油有需求的国

家第一时间宣布对俄制裁，实施能源公

司退出俄罗斯市场等系列措施。6 月

份，欧盟成员国在经历长时间讨论后推

出第六轮制裁措施，计划对俄石油实施

禁运。根据制裁内容，欧盟将逐步放弃

进口俄海运石油，包括原油和石油产

品，但将临时许可通过“友谊”石油管道

进口俄石油。此外，欧盟计划与美、英、

加、日等国协调行动，最大限度增加俄

石油运输难度。

近期，美国及其盟国正讨论限制俄

石油出口收入的相关措施，其中包括为

俄石油价格设限，并研究将限价设置在

目前价格的一半，约为每桶 40 美元至

60 美元的可能性，不允许买家以高于限

价购买俄石油。其中日本政府较为积

极，称日方将与七国集团（G7）国家讨论

限制俄石油价格机制的细节。

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

杰夫称，日方表态“翻译”成俄语意

为 ， 第 一 ， 国 际 市 场 石 油 将 显 著 减

少，其价格或将达到 300 美元至 400 美

元的天文数字；第二，日本将无法获

得俄石油和天然气。俄副总理诺瓦克

表示，G7 国家限制俄罗斯石油价格的

想法是西方国家“干预市场机制的又

一次尝试”，而该决定“只会导致市场

失衡、能源短缺”，进而导致世界市场

价格上涨，欧洲消费者将被迫以更高

的价格购买能源。

负面影响逐步显现

俄总统普京日前在会见俄政府成

员时表示，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制裁压

力，但俄燃料和能源行业局势仍相当稳

定，一些关键指标甚至有所增长。数据

显示，与严厉的制裁相比，俄能源行业

所受负面冲击没有外界预想中严重。

从产能看，5 月份，俄石油开采量环

比增长 1.1%，同比减少 2.7%，初级炼油

量在经历 3 月份和 4 月份的断崖式下跌

后已经恢复至 2021 年水平。诺瓦克表

示，俄石油产量已从三四两月的下跌中

恢复，6 月份产量几乎达到了 2 月份的

水平，平均每天产量为 974 万桶。从出

口看，俄石油 6 月份日均出口量环比下

降 25 万桶，降至 740 万桶。俄能源与金

融研究所能源部主任阿列克谢·格罗莫

夫称，在欧洲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开始

前，2022 年下半年俄对欧石油产品出口

不会发生明显下滑。

然而俄专家认为，西方对俄能源制

裁并非“隔靴搔痒”，其对俄负面影响将

随着时间逐步显现。格罗莫夫表示，俄

石油出口的近 60%及石油制品出口的

近 70%处于已被制裁或将被制裁的“风

险 区 ”内 。 根 据 其 预 测 ，考 虑 到 欧 盟

2022 年 12 月份和 2023 年 2 月份开始的

禁运制裁，预测俄石油生产指标下降及

其带来的俄预算收入下降等影响将在

2023 年显现。

能源出口重新定位

在制裁威胁下，俄罗斯能源出口正

在寻找替代市场，亚洲市场已成为俄关

注重点。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

市场的巨大潜力正吸引俄石油和天然

气出口加速向东转，这已经成为俄能源

行业的优先选项。普京表示，为应对西

方制裁挑战，俄能源行业须制定并实施

长期发展计划，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优

先事项，实现俄能源向东部和南部等潜

力市场出口的多样化。

但是，能源市场的重新定位需要时

间。欧洲是俄能源出口的

传统方向，能源运输基础设施较为

完善，但在制裁背景下运力多处于闲置

状态。亚太作为潜力市场，却面临运力

满载的现实困难。对此，俄安全委员会

秘书帕特鲁舍夫表示，俄需加快发展远

东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加东部

运输范围和边境口岸的吞吐量。

普京称，俄联邦政府正制定相关方

案，通过铁路、海运和管道等基础设施

向友好国家供应石油，以及通过天然气

基础设施提高向东部和俄国内市场的

天然气供应量。

俄能源出口重心转向亚太市场俄能源出口重心转向亚太市场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李春辉李春辉

7 月 13 日 ， 由 首 都 文 明 工 程 基 金

会、中国传媒大学、《文明》 杂志社联合

主办，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

究院承办的“奥林匹克文化与全球文明

传播”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众多专

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 念 与 奥 林 匹 克 文 化 全 球 传 播 展 开 讨

论。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现代奥林

匹克运动有着卓越、友谊、尊重和团结

的价值内涵，可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交融互促，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中 国 传 媒 大 学 副 校 长 段 鹏 表 示 ，

7 月 13 日是北京成功申办 2008 年奥运会

的纪念日。北京首次成功申奥 20多年来，

奥林匹克文化与全球文明传播的关系愈发

密切，依托奥林匹克文化的全球文明传播

也在全面铺开。随着北京成功举办 2022

年冬奥会，中国的奥运故事进一步丰富

了全球文明的内涵。与此同时，世界已经

进入媒介与社会“一体同构”的时代，

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传播力不断加强，

世界人民交往渠道日益多元。借助奥林

匹克文化的全球传播，中国故事可以更好

地融入世界，实现奥林匹克精神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交相辉映。

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执行会长、《文

明》 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娄晓琪介绍了

《文明》 杂志社为致敬奥林匹克精神、传

播奥林匹克文化所开展的系列活动。他

表示，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

再 一 次 向 世 界 证 明 了 团 结 与 繁 荣 的 宝

贵，证明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

决心与信心。

“奥林匹克运动不断发展、奥林匹克

文化不断传播的过程，正是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现代人

类文明发展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奥林匹

克文化的中国方案以文明交流互鉴和文

明对话为基础，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

载体，促进世界文化融合发展、传承传

递，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

重要作用。”娄晓琪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认为，奥

林匹克运动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交融互惠

的 重 要 平 台 ， 它 超 越 种 族 、 文 化 、 等

级、地域的限制，体现了多元创造、对

话交往、和谐共存、共同参与的精神。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奥林匹克精神高

度契合，能够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实现创

造性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院院长李怀亮表示，奥林匹克运动会是

世界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体育盛事，

也是全球最大的媒介事件之一。奥林匹

克运动还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使不

同文化的传播更具多元性与互动性。“从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到 2022 年北京冬

季奥运会，中国不断促进奥林匹克精神

同中国文化的交融。中国提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世界各民族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为全球文化传播、文

明对话提供了重要借鉴。”李怀亮说。

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秘书长、首都

文明工程发展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季燕

京表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具有“经济

理性”“科技理性”“生态理性”的理性

特质。“奥林匹克理性”就是弘扬奥林匹

克精神，传播奥林匹克文化，是人类文

明瑰宝，未来将在全世界延续、传播与

共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世界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张丹认为，奥林

匹克运动体现的价值属于全人类，表达

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民对和平的

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弘扬了人类

自由、勇敢、团结、向上的精神，也为

中国和世界搭建起民心之桥，提供了一

个多元的沟通途径。

“奥林匹克文化与全球文明传播”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热议——

奥林匹克运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本报记者 袁 勇

近日，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发布未来 20 年展望，

上调了对未来 20 年喷气式飞机交付量的预测，预计

总交付量将达到 39490 架，包括 38600 架客机和 890

架货机，高于此前预测的 39020 架。

随着全球各大航空公司陆续重启各路航线，过

去一年多，国际航空运输业逐渐进入复苏阶段。据

报道，2021 年全球机场实际出港航班量约 2181 万班

次，同比增长 16.51%；相比 2019 年，恢复至新冠肺炎

疫情前的六成水平。纵观全年数据，从 2021 年 4 月

份至 12 月份，全球机场出港航班量连续 9 个月保持

正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助推全球航空业复

苏，各国多管齐下。一方面，各国政府均加大对航空

业的扶持力度，通过补贴、减免税费等多种形式进行

财政支持及援助；另一方面，航空公司自身也通过削

减成本、加强合作、采用“客改货”等商业创新模式自

救，这些举措都为航空业的逐步复苏奠定了一定

基础。

如今，随着国际航空业逐步回暖，多家机构对未

来几年航空业发展保持乐观态度。国际航空运输协

会（IATA）预计全球航空客流量有望于 2023 年恢复

至疫情前水平，空客公司也在此次发布的展望中预

计，空中交通量将在 2023 年至 2025 年间恢复至疫情

前水平，但具体时间尚无法确定。

全球航空业的整体形势虽在好转，但复苏之路

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平坦。航空公司债务负担重、燃

油价格上涨、地缘冲突持续、疫情反复等因素对航

空业的复苏构成较大挑战。

想 要“ 重 新 起

飞”，各大航空公司

必 须 采 取 实 际 行

动。首先，应根据

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经营模式，创新商业模式提高自身竞争

力；其次，航空公司需更加重视不同旅客

的特定需求，通过精细化管理细化产品

定位，以此拓展更多收入渠道；再次，航

空公司应加快绿色转型，推进深度脱碳，

争取早日步入强劲复苏轨道。

国际航空业复苏中重新起飞

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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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目前美国通胀高企局面的一

个关键因素是供应链受阻导致供给短

缺，从而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美方的

激进加息并没有对症下药，长期看也

无法解决供不应求的问题。考虑到美

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其当务

之急应是多做有益于全球供应链畅通

稳定之事。

美激进加息并没有对症下药

仇莉娜
这段时间，美国政府频频表态要采取措施抑

制通胀，于 6 月份进行了近 30 年来最大幅度加

息。美国货币政策变动对遏制其国内通胀的效果

尚待观察，但已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引发多

方担忧。考虑到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其当务之急应是多做有益于全球供应链畅通稳定

之事。

目前，美国国内饱受“40 年高点”通胀的煎

熬。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 7 月 13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6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3%，同比

上涨 9.1%，涨幅继 3 月份和 5 月份之后第三度刷

新 40 年来的峰值。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1.0%，同比

上涨 10.4%，高于 5 月份的 10.1%。超过一半的美

国消费者正不得不改变饮食习惯，以应对不断上

涨的生活成本。面对通胀压力，美联储将遏制通

胀作为现阶段的首要任务，在年内已三次加息的

基础上，预计 7 月份还将有所动作。

加息通常可在短期内抑制总需求，对需求过

旺造成的通胀有效。但是，造成目前美国通胀高

企局面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供应链受阻导致供给

短缺，从而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因此，美方的激

进加息并没有对症下药，长期看也无法解决供不

应 求 的 问 题 。 早 在 去 年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就警告，全球范围内持续的供应受阻可能

使通胀预期失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承认，

很多推升通胀的因素比如俄乌冲突，不由美联储

控制，“其中很多都真的不取决于货币政策”。

对于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受阻，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

一方面，美国逆全球化大势而动，拉小圈子割裂世界市场，四处兜售对华

脱钩的“印太经济框架”，无视中国作为全球贸易龙头对维系世界供应链运

转、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使得国际贸易遭遇极大阻力。另一方面，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掀起一轮又一轮的高强度制裁，再叠加俄罗斯的反制

举措，使商品流通雪上加霜，导致世界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供应大大萎缩，

推升了大宗商品价格。这两方面因素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使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受到冲击，厂商生产、物流成本高企，最终传导至消费市场，导致通胀居

高不下。

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美联储加息不仅无法解决居民对能源、食品等生活物

资的刚性需求，反而会导致生产者成本继续上升，长期内进一步抑制供给，引发

滞胀。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美国经济的明显辐射作用，其轮番加息外溢效应明

显，因为更高的利率推高了美元汇率，推升世界经济发展成本，更使得部分国家

特别是负担巨额美元债务的新兴市场国家承受巨大压力。

当前，只有迅速解决供应链受阻的问题，才能有效缓解全球面临的高通胀，

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复苏的道路。美联储持续大幅加息无益于降低不断攀升的商

品价格。美国更应承担自身责任，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政策协调，加强合作保障全

球供应链稳定畅通。

在北京奥林匹克景观大道拍摄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冰墩

墩”“雪容融”。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图为莫斯科凯旋门图为莫斯科凯旋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春辉李春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