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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效应：美欧忙着烧钱 俄罗斯忙着数钱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关健斌

2011年年初， 如果有人预测说俄罗斯
2011年的财政平衡情况将从赤字直接转为
盈余， 那么此人肯定会被所有的经济学家
笑掉大牙， 并被他们讥讽为 “痴人说梦”。
但短短3个月之后， 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居
然迎来了意想不到的 “新拐点”。 这并不
是俄罗斯的 “创新经济” 突发功效， 也不
是俄罗斯的 “现代化战略” 突显威力， 而
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依靠的石油价格又一

次突然上涨， 这对俄而言无疑是 “天上又
掉下馅饼” 了。

但明眼人都很清楚， 这个 “大馅饼”
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从中东和北
非地区扔过来的。 自今年年初开始， 当美
欧被中东和北非地区接二连三的政权更迭

和 “固执己见” 的卡扎菲闹得焦头烂额之
际， 作为油气出口大国的俄罗斯却正在从
中东乱局推高的石油价格中坐收渔翁之

利。 当美欧忙着对卡扎菲大打出手之际，
俄罗斯却在那里赚得盆满钵溢。

高油价给俄罗斯带来“飞来横财”
4月1日 ， 俄罗斯财政部高官透露 ，

2011年第一季度， 俄罗斯 “乌拉尔牌” 石
油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平均价格达到每桶

102.57美元， 远远高于2010年同期的每桶
75.2美元。 这样一来， 目前国际能源市场
上俄罗斯出口石油的价格不仅远远高出了

俄财政部制定2011年度预算时的基准价每
桶75美元， 而且也高于俄财政部对中期石
油价格的预期值每桶81美元。

俄罗斯权威经济人士对本报记者称，
俄出口石油的价格达到近3年来最高值 ，
这意想不到的巨额 “计划外收入”， 很可
能最终会填平俄2011年财政预算中的窟
窿， 这对俄高层而言是笔 “意外之财”。

其实， 就在1个多月以前， 俄副总理
兼财政部长库德林于2月28日向总理普京
汇报工作时还说 ， 今年联邦财政赤字占
GDP的比例将不到2%， 这明显低于2011
年联邦预算中预计的3.6%的水平。 面对国
际油价不断走高的 “大好形势”， 库德林
近日换了口气： “如果石油能够稳定在高
价位， 那么俄今年的财政预算很可能实现
‘零赤字’。” 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科列巴奇
甚至更为大胆地预测道： “如果政府不再
增加预算外财政支出的话， 那么俄罗斯今
年很可能实现财政盈余 ， 盈余额将达到
GDP的1%左右。”

另据俄罗斯中央银行宣布， 仅在3月
18日至25日这一周内， 俄罗斯的国际储备

就增长了40亿美元， 从5000亿美元增加至
5040亿美元。 而今年1月底时， 俄罗斯的
国际储备为4793.79亿美元 ， 两个月的增
幅为5.14%。 这样， 俄罗斯当前的国际储
备已接近金融危机以前的最高水平 。 此
前， 俄于2008年8月中旬的国际储备曾达
到5981亿美元。 实际上， 正当美欧在利比
亚 “烧钱” 之际， 俄罗斯却借着利比亚的
局势 “数钱”。

俄在利比亚：“堤内损失堤外补”
3月28日， 作为暂时从利比亚市场撤

出的俄罗斯企业， 俄罗斯第六大石油公司
鞑靼石油公司对外公布了因利比亚局势突

变而遭受的经济损失。 该公司消息灵通人

士透露， 从目前看， 该公司在利比亚的初
步经济损失为1亿美元。 有专家据此预测，
如果该公司不得不最终完全从利比亚市场

撤出的话， 那么其损失额至少要达到2亿
至2.2亿美元。 对此 ， 该公司总裁鲁斯塔
姆·明尼哈诺夫曾透露： “如果利比亚政
权更迭， 那么鞑靼石油公司与利比亚现政
权的合同很可能作废， 公司很可能因此损
失2.4亿至2.6亿美元。”

一位俄罗斯经济咨询师对本报记者表

示， 利比亚局势的突变让在利境内投资的
俄企业无一幸免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

失， 大家的区别只是损失额的不同。 据本
报记者了解， 利比亚局势突变前， 俄罗斯
铁路公司正在为利比亚政府修建连接希尔

特和班加西的一条长550公里的铁路。 俄
铁和利比亚方面于2008年正式签署合同，
其合同总额为22亿欧元。 此外， 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石油开发公

司， 2011年2月才与意大利的埃尼能源公
司签署合作协议， 准备共同开发利比亚境
内的油气区块， 其合同额为1.6亿美元。

实际上， 俄与利比亚除了上述能源和
工程合同之外， 还有一大笔军售合同。 俄
罗斯技术出口公司负责人切梅佐夫近日透

露， 由于联合国对利比亚的制裁决议， 俄
国防出口公司不能再根据已签署的双边合

同向利比亚出售武器， 很可能丢掉总价值
为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

但一位熟悉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朋友

却对本报记者十分自信地说 ： “俄罗斯
在利比亚损失的经济利益 ， 完全可以从
利比亚和北非局势动荡带来的高油价中

得到成倍的补偿 。 此外 ， 中东和北非局
势的动荡 ， 让欧洲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
供应链出现了问题 。 这些国家不得不向
俄罗斯求助， 希望俄扩大对欧洲市场的
天然气和石油出口 ， 这进一步强化了俄
罗斯在欧洲能源市场上的 ‘稳定供应者’
形象。” 据悉， 国际油价每桶每涨1美元，
俄罗斯国库就会多进账20亿美元 。 由此
可见 ， 俄罗斯并不完全是中东和北非局
势的受害者 ， 而更像是受益者 ， 而且是
多重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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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搞“有限介入”
俄罗斯玩“有限超脱”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关健斌

出于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综合

考虑， 与美国对利比亚局势的 “有限介
入” 不同， 俄罗斯则对利比亚局势玩起了
“有限超脱” 的战术。

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有关利比亚国内局

势的1973号决议进行表决时， 此前曾表态
强硬的俄罗斯并没有动用否决权， 而是投
了弃权票。 对此，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3月21日对记者透露： “俄刻意没有在联
合国安理会有关利比亚的第1973号决议投
票中行使否决权。” 他说： “我们是有意
这样做的， 为此我向外交部下达了指令，
这些指令得到了执行。”

3月30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甚至表示：
“如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有关利比亚的
决议中明确阐述使用武力的界限， 那么俄
罗斯原本是可以支持这一决议的。 我们曾
提议给出具体的表述， 但很遗憾， 决议的
起草者非常着急……”

对于俄官方对利比亚局势这种 “不积
极介入” 的作法， 俄罗斯国内也是 “仁者
见仁， 智者见智”。 据悉， 就在联合国安
理会对1973号决议表决之前几个小时， 俄

驻利比亚的大使恰莫夫就突然被梅德韦杰

夫解职。 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在解释这一
十分罕见的人事变动时称， 恰莫夫 “因未
能恰当地代表俄罗斯利益” 而被解职。 分
析人士认为， 此举表明俄高层作出对1973
号决议投弃权票的内部阻力并不小。

而作为政府总理的普京则在3月21日
直截了当地说： “安理会决议是有缺陷
的， 该决议允许所有一切， 令人想起中世
纪时期对十字军东征的呼吁。 实际上这等
同于允许入侵主权国家 。 ” 普京表示 ：
“俄罗斯政府不从事外交活动， 我们的工
作是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 但是我个人认
为， 虽然利比亚政权制度没有任何一个方
面符合民主国家的标准， 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我们因此就可以干涉别国的内部政治，
甚至是那里的武装冲突， 从外部保护某一
方。” 不过， 普京的新闻发言人随后表示，
普京总理的上述看法是 “个人看法”， 而
梅德韦杰夫的说法是俄官方的 “唯一立
场”。

分析人士认为 ， “梅普组合 ” 这种
“一个唱红脸 ， 一个唱白脸 ” 的 “双簧
戏”， 恰恰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俄罗斯对
利比亚问题的矛盾心理： 如果俄对1973号
决议动用了反对票， 那么这将影响俄近两
年不断努力营造的俄美关系 “重启” 的大

好局面 ； 如果俄对1973号决议投了赞成
票， 那么又与俄罗斯一直坚持的外交原则
反差过大。 所以， 梅德韦杰夫解释的是俄
罗斯不得不采取的无奈之举， 普京强调的
是俄罗斯不得不坚持的坚定原则。 但在权
衡利弊之后， 俄罗斯选择了 “有限超脱”
的策略， 选择了 “实用主义”。

其实， 俄罗斯官方这种 “有限超脱”
的策略， 也是得到国内大多数民众理解和
支持的。 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3月24
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64%的俄罗斯人
不支持对利比亚采取国际军事行动。 但有
56%的俄罗斯人认为， “俄罗斯应该对利
比亚局势保持中立， 不介入这场冲突”。

细心人会发现 ， 俄罗斯的 “有限超
脱” 并不等于 “完全超脱”。 3月25日， 梅
德韦杰夫主动给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电话，
讨论利比亚局势。 据俄总统新闻局的消息
称： “梅德韦杰夫特别指出， 必须防止平
民死亡， 同时， 首先应该达到联合国安理
会第1973号决议规定的目标。” 而俄外长
拉夫罗夫也在近两个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中

利用每一次机会不厌其烦地强调俄罗斯的

立场。 3月30日， 拉夫罗夫在与奥地利外
长施平德勒格会晤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

说： “我深信， 停火和立即启动谈判是当
务之急。 我们与奥地利一致支持非洲联盟

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提出的相应倡议 。”
他表示： “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但利比亚
国家的未来应当由利比亚冲突双方来商

定， 应当由利比亚人来决定， 不要来自外
部的干涉， 而外部力量应当给这一进程予
以帮助。” 这表明， 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
对利比亚局势的话语权。

很显然， 俄罗斯不可能对利比亚问题
“完全超脱”， 因为那与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不相称， 但俄罗斯也不会为了维护所谓的
大国形象而在利比亚问题与美欧 “硬碰
硬”。 对于美国的 “有限介入”， 俄罗斯玩
起了 “有限超脱”： 如果卡扎菲被美欧推
翻， 那么那张 “弃权票” 在某种程度上曾
给美欧对卡扎菲动武开过 “绿灯”， 美欧
应该 “感谢俄罗斯”； 如果卡扎菲坚持住
了， 那么那张 “弃权票” 在某种程度上曾
给卡扎菲以 “道义上的支持”， 卡扎菲应
该 “感谢俄罗斯”。 所以， 就是这种 “有
限超脱” 的策略， 实际上给俄罗斯营造了
一种 “可进可退” 的有利外交处境。

而正当美欧忙着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

之际，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和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又先后造访俄罗斯， 并
与俄方就中东和平进程问题深入地交换了

意见， 强调俄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积极作
用。 很明显， 在中东和北非格局大变动的
时代， 俄罗斯不可能被 “边缘化”。 美欧
可以在没有俄罗斯的参与下对卡扎菲动

武， 但美欧不大可能在没有俄罗斯的参与
下重新规划中东和北非局势的未来。 这也
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3月22日在会见
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所表示的俄罗斯

愿意担任利比亚问题中间 “调停人” 的真
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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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加强监控日本食品
新华社斯特拉斯堡电 （记者尚军

缪晓娟）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5日说，
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从日本进口食品和

饲料的监控， 严防受到放射性污染。
巴罗佐当天在欧洲议会所在地法国

斯特拉斯堡出席欧洲议会全会时说， 欧
盟委员会认为， 有必要对目前的监控作
出调整， 采取进一步的保障措施。 相关
决定有望于8日获得欧盟成员国的批准。

巴罗佐同时强调， 迄今为止， 欧盟
从来自日本的进口食品和饲料中检测到

的放射性污染还处于可忽略的水平， 远
低于日本和欧盟现行安全标准。

自日本核事故发生以来， 欧盟已先
后两次加强了对日本食品和饲料的进口

监控。 欧盟委员会一开始便通过欧盟食
品和饲料安全快速预警系统， 建议成员
国对从日本进口的食品进行放射性污染

检测； 此后又于上月24日宣布了更加严
格的限制措施， 要求从日本12个县进口
的食品和饲料每批次都必须有日本政府

相关部门提供的证书， 证明放射性物质
含量没有超过欧盟允许的标准。

日本首相菅直人4日与巴罗佐通电
话， 要求欧盟在进口日本食品方面采取
冷静措施。

印度暂停进口日本食品
新华社新德里4月6日专电 受福岛

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影响， 日本农产
品相继检测出带有放射性物质， 印度政
府5日宣布， 今后三个月内全面禁止进
口日本食品。 据报道， 印度是首个宣布
全面禁止进口日本食品的国家。

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5日宣布 ，
印度在未来三个月内禁止从日本进口食

品。 但是， 如果在此期间确认放射性物
质下降到安全范围内， 可解除禁令。 卫
生和家庭福利部表示， 由于放射性物质
有向日本各地扩大化趋势， 该部在仔细
讨论后决定采取上述措施。

印度主要从日本进口少量的加工食

品以及水果、 蔬菜等。
日本发生核泄漏事故后， 巴西、 俄

罗斯、 新加坡、 韩国等国相继对部分日
本食品采取了进口限制措施。 日本政府
此前在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对此表示担

心， 并说明日本已经对可能遭到放射性
物质污染的农产品采取了禁止出货的措

施， 要求各国不要反应过激， 对日本产
品实行进口限制。

新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