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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全球能源粮食危机
本报记者 孙昌岳

回望即将过去的 2022 年，能源和粮食危

机无疑是贯穿始终的话题。

受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极端天气频发

等因素叠加影响，全球能源和粮食供需严重失

衡，市场急剧震荡，价格大幅飙升，特别是欧洲

天然气和国际小麦价格屡创历史新高，对全球

能源和粮食市场稳定以及世界经济持续复苏

构成严重威胁。

能源危机愈演愈烈

“世界已经进入了‘第一次真正的全球能

源危机’”，这是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发出的

警告。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能源危机已经显

现端倪。一方面，经济复苏、极端天气引发能

源需求扩大；另一方面，市场预期黯淡、前期投

资萎缩又导致能源供给不足，在供需错配的影

响下，能源价格飙升的苗头隐隐出现。2021

年冬季，欧洲率先爆发天然气和电力短缺危

机。被视为欧洲天然气价格风向标的荷兰所

有权转让中心（TTF）天然气现货价格，由 2021

年 8 月末的 50 欧元/兆瓦时大幅升至 12 月的

180 欧元/兆瓦时，在不到 4 个月的时间内上涨

了 2.6 倍。

2022 年以来，能源危机在地缘政治冲突

下进一步恶化，演变成为全球性风险。先是乌

克兰危机背后的“操盘手”美国联合一众盟友，

对俄罗斯能源出口发起全方位制裁，导致全球

能源供应出现较大缺口。再是俄罗斯大幅削

减对欧天然气供应，俄欧“斗气”博弈升级，全

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最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强

调，能源危机将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预计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3.1%，2023 年将放缓

至 2.2%。

身处风暴中心的欧洲，毫无疑问是这场危

机的最大埋单者。美媒报道指出，受乌克兰局

势影响，欧洲能源成本上升造成的损失已达约

1 万亿美元。能源危机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

欧元贬值、通胀加剧、中产阶层陷入贫困、企业

背负巨额亏损⋯⋯让欧洲苦不堪言。欧盟委

员会近日发布的 2022 年秋季经济预测报告

称，欧盟、欧元区和大多数成员国经济预计在

2022 年四季度陷入衰退，2023 年一季度经济

活动将继续萎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利用这场危

机赚得盆满钵满，成为最大获益方。当欧洲深

陷能源危机时，美国趁火打劫，抢占欧洲能源

市场并高价兜售。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路孚

特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 9 月份出港货船装载

的液化天然气近 70%运往欧洲。据欧洲多家

媒体报道，美国公司每艘驶往欧洲的液化天然

气运输船可赚取超过 1 亿美元的利润。凭借

强劲的能源出口，美国三季度 GDP 按年率计

算增长 3.2%，扭转此前两个季度连续下降的

趋势。

美国有关行径引起了欧洲国家的愤怒。

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公开指责美国在售卖天

然气上搞“双重标准”，使得欧洲人支付的价

格几乎是美国人的 3 倍到 4 倍，如此高价出售

能源“不是真朋友该做的事”。分析人士认

为，随着地缘冲突在经济上的严重后果越来

越多地落在欧洲头上，欧盟或将逐渐与美国

“离心离德”。

欧洲能源近期走势仍不容乐观。国际能

源署警告，由于俄罗斯对欧天然气供应大幅缩

减，以及全球能源争夺战日趋白热化，欧洲明

年的能源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届时或将面临

约 3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缺口。

粮食价格跌宕起伏

今年 11 月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

布《粮食展望》报告预计，2022 年全球粮食进

口 费 用 将 上 升 至 1.94 万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加

10%；全球农业投入品进口费用或超 4200 亿美

元，同比增长近 50%，均可能创历史新高，达到

2020 年水平的 2 倍以上。

全球粮食进口费用的增加，主要源于粮食

价格上涨，这也是本轮粮食危机的症结所在。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在与去年粮食进口

费用相比增加的 1800 多亿美元中，价格因素

所导致的进口费用增加规模约为 1570 亿美

元，而由交易量带动的仅约 270 亿美元。由此

可见，价格因素驱动的进口成本上涨约占整体

的 87%。

值得注意的是，粮食价格的上涨并非由于

粮食总量供给短缺。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

高，多年来全球粮食产量整体呈上升态势，粮

食增长幅度也远高于人口增长幅度，全球粮食

的整体供给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造成当前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粮

食分配不均衡，连接生产与需求的供应链以

及 保 障 供 应 链 畅 通 的 国 际 合 作 机 制 出 了

问题。

世界“粮仓”的动荡扰乱了全球供应链。

乌克兰和俄罗斯约占全球小麦贸易量的 29%，

出口中断使得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等

高度依赖小麦进口的国家，饥饿状况进一步恶

化。这些国家不得不为全球粮食分配不均和

粮价上涨承担最痛苦的成本。据联合国世界

粮食计划署发布的报告，截至 2022 年 6 月份，

已有 82 个国家约 3.45 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

安全问题。其中，45 个国家约 5000 万人口距

离饥荒仅一步之遥。

另外，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给本就脆弱

的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打击，导致国际粮价

进一步飙升。粮食能源化和贸易寡头化也在

推波助澜。全球四大粮商对国际粮价拥有较

大话语权，屡屡通过炒作粮食安全问题渲染

紧张局势，牟取巨额利润。此外，美联储持续

加息，美元持续走强，大大增加了食品运输

成本。

今年下半年以来，由于黑海粮食协议签订

和延长，以及俄罗斯粮食产量丰收等因素影

响，全球粮食价格出现了回落。根据联合国粮

农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11 月份，全球食品价

格指数平均为 135.7 点，国际小麦价格已恢复

到年初水平。然而，这并不足以令市场松开紧

绷的神经。业内人士表示，推动市场走高的潜

在因素如地缘冲突、贸易限制等仍无明显缓解

迹象，2023 年全球粮食危机恐将进一步加剧。

未来道路充满挑战

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下，欧洲能源企业正在

掀起“国有化”浪潮。

今年 7 月份，法国政府宣布斥资 97 亿欧元

以完全控制法国电力公司。12 月 22 日，德国

政府也宣布，已完成对天然气进口商尤尼珀的

收购，持股 99%。

这 是 欧 洲 各 国 应 对 能 源 危 机 的 一 个 缩

影。通过将濒临倒下的能源巨头收归国有，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能源行业出现“雷曼

时刻”。不过，企业危机的化解并不等于能源

危机能够得到有效解决。背后的风险依然存

在，而且转嫁到了欧洲各国政府身上。专家

警告，能源企业“国有化”进一步增大了欧

洲各国的财政压力，一些债务负担较重的国

家将面临主权债务风险持续恶化的趋势。

对于欧洲各国而言，未来能否化解地缘冲

突带来的能源危机，主要取决于自身经济能否

承受相应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国内和欧

盟是否团结一致。

但是，要实现这两个条件并不容易。从经

济表现看，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

示 ，欧 元 区 11 月 份 的 通 胀 率 按 年 率 计 算 为

10%，仍处于历史高位；欧元区 11 月份制造业

PMI 初值为 47.3，已连续 5 个月低于荣枯线，

经济基本面明显转弱。欧洲内部团结也是个

难题。由于欧盟各成员国的能源需求、对供应

商依赖程度以及能源结构各异，调剂能力不

一，欧盟内部协调整体能源政策始终存在分

歧。从这个意义上看，能源问题将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持续存在，这对欧洲和世界都是一个极

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国际粮食市场的警报并未解

除，尤其要警惕粮食危机给脆弱国家带来的

冲突。对此，国际社会应加强协调行动，及

时疏通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堵点和断点，才

能更好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一方面，大

国要切实承担起责任，合力提供全球公共产

品，减缓新冠疫情、极端气候、经济衰退等

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宏观冲击。另一方面，各

方要加强对跨国粮食企业的监管，构建更具

韧性和稳定的全球粮食供应链，降低全球粮

食体系的波动性和脆弱性。正如世界粮食计

划署报告所强调的，面对粮食危机的关键不

在于负面事件是否会继续发生，而是在于

“我们如何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强化抵御未来

冲击的能力”。

中柬命运与共造福两国人民

王

涛

12 月 26 日上午，中国驻

柬埔寨大使王文天与柬埔寨

首相洪森共同出席柬 41 号

公路升级改造项目开工仪式

时指出，在即将过去的 2022

年里，大家共同见证了中柬

命 运 共 同 体 建 设 取 得 巨 大

成效。

中 柬 命 运 与 共 ， 体 现

在 两 国 深 厚 的 战 略 和 政 治

互 信 中 。 密 切 的 高 层 往 来

为 推 动 中 柬 关 系 发 展 提 供

了 战 略 引 领 。 过 去 的 一 年

中 ， 中 柬 两 国 高 层 保 持 了

密 切 交 往 。 西 哈 莫 尼 国 王

陛 下 出 席 北 京 冬 奥 会 开 幕

式 ， 习 近 平 主 席 和 洪 森 首

相 互 通 电 话 ， 为 中 柬 命 运

共同体建设指航定向。

中柬命运与共，体现在

两国能坚定维护对方核心利

益中。柬人民党政府继续坚

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

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关切问题

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中国

则坚定支持柬维护国家主权

独立，坚定支持柬独立自主

走 符 合 本 国 国 情 的 发 展 道

路，坚定支持柬发展经济改

善人民生活，坚定支持柬在

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

作用。

中柬命运与共，体现在

两国各领域不断深化的务实

合作中。今年以来，考斯玛

医院和特本克蒙医院项目陆

续顺利交付使用。中企投资

的柬第一条高速公路——金

港高速正式运营，暹粒新机

场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中柬自贸协定生效。柬香蕉、

芒果、龙眼等鲜食水果陆续进入中国市场。中柬两国

继续携手抗击新冠疫情，中国向柬派出的首支中医抗

疫医疗队广受欢迎，两国防务、执法领域的合作成绩

斐然。

过去的一年对中柬双方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

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举行，中

国人民正意气风发迈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在洪森首相的领导下，柬埔寨成功举行乡分区选

举，人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成功举办东亚系列合作峰

会，圆满履职东盟轮值主席国，率先摆脱疫情困扰，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复苏。

展望未来，中柬关系仍有广阔空间。双方携手打

造具有战略意义的中柬命运共同体，将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

中俄务实合作韧性强潜力足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李春辉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高水平发展。面

对新冠疫情持续反复、国际形势复杂演变、全

球经济复苏乏力等多重考验，中俄务实合作始

终保持前进动力，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为推

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近日举

行的中俄工商界新年招待会上，中国驻俄罗斯

大使张汉晖表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

俄务实合作韧性强、潜力足的基本面不会改

变，双方应抢抓发展机遇，主动寻求合作，将中

俄关系的巨大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务实合作的

成果。”

俄联邦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俄中友协主

席梅利尼科夫高度赞赏近年来中国在科学技

术、航空航天、军事科技、体育等方面取得的重

要成就。他表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成功召开是对世界影响深远的一件大

事，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两国元首保

持密切交流互动，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战略

引领。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重大投资项目

有 79 个 ，总 额 约 1600 亿 美 元 。 2022 年 上 半

年，中国对俄累计直接投资增加 75%。今年

1 月至 11 月，双边贸易额逆势保持 32%的高速

增长。两国经贸合作潜力巨大，还可以进一步

挖掘。

俄总统企业家权益保护代表、俄中和平友

好发展委员会主席季托夫充分肯定两国经贸

合作取得的重要成就。他表示，中俄两国关系

正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双方互为战略合作伙

伴。双方合作项目取得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

保持高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俄罗

斯，包括汽车、电脑等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提

升。对于中俄经贸合作中客观存在着的包括

金融结算通道、物流等方面的问题，总统企业

家权益保护委员会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举

办多次专题研讨会，解决当前的困境，维护双

方的合作健康发展。

俄工业企业家联盟主席绍欣在致辞时表

示，近年来在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以及“一带一

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等机制的框架

下，中俄双方合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

对欧美等西方国家对俄的制裁，俄罗斯采取了

进口替代等系列有效措施。未来，俄罗斯将进

一步加强与中国包括本币结算等方面合作，共

同解决面临的难题，实现双边经贸合作更高质

量的发展。

俄中实业家理事会主席季姆琴科在贺信

中表示，中俄经贸关系经受住了考验，双方在

国际舞台上彼此支持，捍卫传统国际价值观。

近年以来，俄中实业家理事会与俄罗斯中国总

商会密切合作，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积极

推进俄中经贸务实合作，促进两国工商界开展

广泛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未来，俄中实

业家理事会将继续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

重要共识，促进中俄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俄两国守望相助，

两国关系高度互信的基本面保持不变。俄联

邦工贸部副部长格鲁杰夫表示，今年以来，中

俄经贸提质升级，双边贸易额大幅提升，进一

步推动中俄关系向前发展。希望中俄两国工

商界进一步加强对接，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合

作方式，为中俄合作注入新动能。

受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极端天气频发等因素叠加影响，全球能源和粮食供需严重失衡。一方面，能源危机在地缘

政治冲突下进一步恶化，演变成全球性风险，欧洲成为最大埋单者。另一方面，地缘冲突、贸易限制等潜在因素不断推动

粮食价格走高，并无明显缓解迹象。对于欧洲各国而言，未来能否化解地缘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主要取决于自身经济

能否承受相应政策的负面影响。面对粮食市场给出的警报，国际社会应加强协调行动，及时疏通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堵

点和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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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子在塞尔维亚旧帕佐瓦市一名女子在塞尔维亚旧帕佐瓦市骑车经过一家骑车经过一家

超市超市。。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石中玉石中玉摄摄

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欧尚超市的加油站前车欧尚超市的加油站前车

辆排起长队辆排起长队。。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