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冷戰結束後的幾十年間，世界經濟在全球化
持續深化的影響下，出現以「中—美」

「俄—歐」為中心的兩大格局，後者是以俄羅斯
向歐洲供應能源以換取商品，歐洲則利用穩定和
廉價的俄羅斯能源提升製造業競爭力，維持經濟
高速增長。但俄烏衝突及美歐制裁切斷了俄歐經
濟聯繫，尤其是在美國施壓下，歐洲被迫幾乎完
全停止進口俄羅斯能源。

美更多天然氣輸歐 奪能源定價權
美國是美歐對俄能源制裁的最大受惠者，一方

面歐洲不得不轉向美國輸入更多的液化天然氣，
對美國的經濟倚賴持續增高；另一方面美歐推動
的俄羅斯油氣限價，變相協助美國從石油輸出國
組織手中奪取能源定價權。
但與此同時，歐洲經濟卻因為制裁的反噬效應

陷入嚴重危機。過去一年來，歐洲能源缺口持續
擴大，能源價格升高導致百物騰貴，歐洲各國通
脹屢創新高。儘管歐洲在剛過去的冬天避過了需
要實行能源配給的最壞情況，但分析大多認為，
如果俄烏衝突和對俄制裁持續到下一年，歐洲將
不會再這麼幸運。

俄調整出口方向加深與華經貿合作
俄羅斯在美歐經濟封鎖下，積極調整能源出口

方向，轉為向亞太和發展中國家出口，同時俄羅
斯與中國的經貿合作則不斷加深，兩國去年進出
口總值達到1.28萬億元人民幣，增幅達29.3%，
來自中國的商品更佔俄羅斯總進口的36%以上。
俄羅斯專家此前便曾表示，因為西方制裁而退出

俄羅斯市場的大多數商品已被中國和俄羅斯的同
類產品所取代。

埃及民眾買不起肉 政府籲吃雞腳
不過要數俄烏衝突下所受衝擊最大的，還是發

展中經濟體。由於衝突和制裁大大擾亂俄烏糧食
和化肥出口，導致倚賴兩國糧食的非洲和中東國
家陷入嚴重通脹危機。在埃及，由於食物價格太
貴，很多民眾都已經買不起肉，以至埃及政府早
前竟要呼籲民眾改吃雞腳。
在俄羅斯小麥主要進口國尼日利亞，當地糧

價去年亦飆升了37%，一些小麥短缺地區的麵包
價格更升了一倍，首都阿布賈更有40%麵包店在
過去一年內因為麵粉太貴而結業。
分析擔心，假如西方國家借衝突升級的機會，

進一步擴大對俄制裁，包括實施更多「二級制
裁」以限制更多國家和企業與俄羅斯的正常經貿
往來，世界經濟將會受到更大衝擊。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最新研究便警告，國際合作和商業往來減
少引致的地緣經濟分裂，長遠可能導致全球國內
生產總值（GDP）收縮最多7%，而且對低收入國
家的傷害尤其大，收縮幅度可能達到8%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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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一年的俄烏衝突，不但導致了國際秩序和地緣政治格局的重大轉

變，亦令全球經濟秩序出現巨大調整。美西方國家連番制裁未有對俄羅斯

經濟造成致命傷，卻反過來導致能源和食品價格瘋狂飆升，引發龐大的溢

出效應，對歐洲經濟和全球產業鏈造成嚴重衝擊，不少發展中和低收入經

濟體更是首當其衝。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余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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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衝突即將進入第
二年，隨着戰況持續陷
入膠着，烏克蘭人民只
會愈來愈受苦，歐洲亦
只會受到愈來愈大的傷

害，但一些國家仍然為了某些目
的，持續在給烏克蘭火上澆油，
讓衝突進一步延長。無論如何，
這場衝突都必須循政治途徑解
決，以俄烏和談來結束，國際社
會應該支持任何勸和促談的努
力。

在衝突爆發之初的去年2月至
3月間，俄烏曾經先後舉行五輪
和談，其間已經出台了和平協議
的草案，但最終因為「布查事
件」和種種原因，談判中斷。自
去年4月起，俄烏之間再沒有舉
行過正式談判，儘管在此期間俄
羅斯曾經多次釋出願意繼續談判
的信號，但烏克蘭始終沒有重回
談判桌。

從目前看來，俄烏談判最大
難關在於烏克蘭方面的要求。烏
總統澤連斯基曾多次表明，和談
前提是俄羅斯「歸還被佔土地」
「賠償戰爭損失」「追究戰爭罪
行」等，俄羅斯認為這些立場都
反映烏方根本不願談判，俄方亦
無法接受相關先決條件。

烏克蘭之所以有這股「底
氣」，一個重要原因是有西方撐

腰。不斷獲得西方國家的武器、資金和其他形
式的援助，讓軍事上本處於弱勢一方的烏克
蘭，得以與俄羅斯戰鬥了一年。

不過任何一方都必須認清，西方給予烏克蘭
的援助並非無上限，亦不是無了期的。經過一
年的持續援助，很多西方國家的軍火庫都已經
見底，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日前就公開承
認當前烏克蘭的彈藥消耗速度遠高於北約的生
產速度；而隨着美國新一屆國會上場，美國政
府對烏克蘭的援助亦勢必面臨來自共和黨的更
大政治阻力，起碼不能再像過去一年那樣，任
由拜登說了就算。

任何人都應該認識到，俄烏恢復談判的日子
終會到來，雙方目前只是欠了一個下來的台
階，要麼是戰場上的，要麼是政治上的。不過
戰場上的下台階並不容易找到，稍一不慎只會
又變成令衝突延長升級的導火線，因此政治上
的下台階可以說是當前唯一出路。

這意味國際社會應該開始為推動俄烏尋求政
治解決爭端作出更多努力，在這過程中，由一
個有足夠分量、非俄烏衝突當事方的國家來從
中調停說和，無疑將是最適合的。而當前能做
到這點的國家，就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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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在俄烏衝突後對俄羅斯施加史無前例的龐
大制裁，無論是制裁強度、涉及範圍都與以往不
同，據統計單是去年2月23日到4月21日，美歐
就對俄羅斯實施了9,138項新增制裁措施，遠多於
2014年至2022年2月22日之間的2,000多項。不
過俄羅斯經濟在制裁下的表現，卻令包括美歐在
內的國際社會大跌眼鏡。
西方制裁在一開始的確令俄羅斯經濟和金融市
場出現嚴重混亂，盧布一度貶值超過一半，企業
生產陷於停頓，商品市場劇烈波動，物價急升。
不過俄羅斯很快就走出危機，在央行和政府政策
協調得宜，加上能源輸出轉向下，盧布匯價很快
就谷底反彈，甚至高於衝突初期，去年俄羅斯更
錄得龐大貿易順差。

長遠實施結構性經濟轉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報告亦顯示，俄羅

斯去年經濟收縮幅度只有2.2%，遠未及西方在衝
突初期估算的8.5%。
報道指，俄羅斯成功抵禦西方制裁的其中一個

關鍵，是利用大量商業投資來支持經濟成長。數據
顯示，去年俄羅斯資本總開支增長了6%，遠好過
市場原先估計的下降20%，原因是過去一年俄羅斯
大宗商品出口激增，為政府和企業帶來大量外匯收
入，讓企業得以斥巨資更換設備，甚至是建立新的
供應鏈來取代被制裁切斷的舊供應鏈。
當然，制裁仍然為俄羅斯經濟帶來不少挑戰，
例如被踢出國際金融及結算體系導致貿易成本增
加，供應鏈斷裂限制了俄羅斯企業發展和創新。
但反過來說，制裁長遠亦將促使俄羅斯實施結構
性經濟轉型，追求經濟主權和科技主權，減少受
制於西方國家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余家昌

俄烏衝突長期化下，烏克蘭無可避免承受
最大的經濟傷害，單是去年，烏克蘭經濟就
已經萎縮了超過30%，全國三分之一人口流
離失所，超過800萬人到他國避難，烏政府
稅收大減，國內貧窮率飆升。如果衝突進一
步延長，這些數字只會愈來愈高。

美歐長期援烏態度現轉變
烏克蘭政府目前每月財政赤字高達50億

美元，相當於衝突前當地每月國內生產總值
（GDP）的30%。為了填補這個巨大的財
政黑洞，烏克蘭央行不得不持續發債印銀
紙，但由於烏克蘭再也支付不到更高利率，
烏債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嚴重不足，甚至出現
認購額不足的情況。與此同時，雖然烏克蘭
央行已經連番加息至25厘水平，但面對高
達26%的通脹率，常規貨幣政策已經失去效
用。

烏克蘭目前唯一可以依賴的，就只有來自
西方國家的資金援助。扣除武器和人道援助
後，國際社會去年一共向烏克蘭提供了約
500億美元的財政援助，當中很多用於協助
烏克蘭政府繼續支付公務員薪水，維持政府
運作。
不過長貧難顧，當前美國與歐洲內部民意

對於長期援助烏克蘭的態度開始出現轉變，
例如美國共和黨內極右派已經放言不會無了
期援烏，歐盟對烏援助承諾至今更只有不到
30%落實。
美國知名智庫蘭德公司上月發表的一份報

告更指出，俄烏衝突陷入「持久戰」並不符
合美國最大利益，認為為了讓烏克蘭在經濟
上保持償付能力，西方為此付出的代價將愈
來愈大。烏克蘭或者要盡早做好心理準備，
遲早會失去西方這條「大水喉」。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余家昌

美國總統拜登21日在波蘭首都華沙就俄
烏衝突發表演說，他重申美國堅定支持烏克
蘭，宣稱俄羅斯「永遠不會在烏獲勝」。拜
登揚言西方國家會維持針對俄羅斯的大規模
制裁，但不會尋求「控制或摧毀俄羅斯」，
亦未策劃對俄發動襲擊。
俄羅斯總統普京早前發表國情咨文、指責
西方挑起俄烏衝突。拜登對此形容烏克蘭沒
被戰事拖垮、仍然強大，「我剛訪問完基
輔，我可以告訴你們，基輔仍然頑強。基輔
依然昂首挺立。」拜登又聲稱，普京誤以為
能輕鬆取勝，但烏軍永遠不會成為俄軍的
「手下敗將」，重申美國會堅定不移支持烏
克蘭。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提到，拜登

在講話中10次單獨點名普京，還多次用
「貪婪」、「黑暗」、「反人類」等詞彙指
責俄羅斯領導人。相較之下，普京在國情咨

文中一次也沒有點名拜登。
CNN還分析稱，美國如今同時與中國和

俄羅斯關係緊張，外交前景非常複雜。分析
指出，西方國家為不斷援烏正在耗盡武器庫
存，俄烏衝突曠日持久，或會加劇美國與歐
洲之間的分歧。如果美國無法維持與盟友緊
密關係，還要同時「抗衡中俄」，拜登想要
實現外交政策目標自然會更加困難。
《華盛頓郵報》也引述歐洲外交關係委員
會最新民調顯示，在印度等主要發展中國
家，多數民眾都認為俄烏衝突應盡快結束。
民調報告指出，許多發展中國家因地緣政治
局勢緊張面臨重重危機，發達國家卻態度虛
偽，忽視危機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拜登
的演說顯然沒有提到一個事實：如今的世界
更加支離破碎，與西方眼中的地緣政治格局
並不一致。」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余家昌

俄以商業投資振經濟 挺過制裁「打臉」西方

烏長貧難顧 西方遲早停援 拜登演說批俄無法取勝 無視世界支離破碎

◆星巴克撤出
俄羅斯後由
「星咖啡」接
替，俄民眾生
活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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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
來，歐洲能
源缺口持續
擴大。
資料圖片

◆西方制裁俄羅斯導致全球通脹加
劇，激起民怨。圖為捷克民眾示威抗

議。資料圖片

◆拜登在華沙就俄烏衝突
發表演說。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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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3年2月24日（星期五）

◆全球經濟和產業鏈面對嚴重衝
擊，不少發展中和低收入

經濟體首當其衝。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