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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与俄罗斯上演制裁攻防战

中中国国想想““渔渔翁翁得得利利””有有点点难难
英拉践诺回国

将面对多项指控

据新华社曼谷８月１１日电 据
泰国媒体报道，在结束赴欧美度假
旅程后，前总理英拉于１０日晚乘飞
机回到泰国，打消了有关她要逃亡
海外的传言。回国后，英拉将面对包
括渎职案在内的多起案件调查。

据《民意报》网站报道，英拉能否
如期回国在泰国备受关注。当地时间
１０日晚１０时左右，英拉乘坐私人飞机
抵达曼谷廊曼机场，但她并未出现在
等候在机场的公众和媒体视野内。

７月２４日凌晨，英拉在获执政军
方批准后，与自己的儿子一起离开
泰国，前往欧洲休假。其间，社交媒
体上出现英拉与她的哥哥、流亡海
外的前总理他信在法国见面以及参
加他信生日宴会的照片。此后，英拉
一直与家人在欧美国家休假。

此前很多泰国媒体猜测英拉会
延期回国，甚至效仿他信流亡海外。
对此，英拉的律师１０日回应说，即便
英拉目前官司缠身，她也没有必要逃
往海外寻求政治庇护。针对英拉的案
件目前仍处调查阶段，她和她的律师
团队还有时间进行抗争和辩护。

本月初，泰国反贪污委员会将
有关英拉在大米收购项目中存在渎
职行为的相关材料递交至最高检察
院。司法部门将用至少一个月的时
间调查研究反贪委的证据是否足够
对英拉提起指控。除大米渎职案外，
反贪委目前还对３５个与英拉有关的
案件进行调查。

此外，英拉还面临一项新的指
控。泰国选举委员会认为英拉在今
年２月２日大选期间涉嫌舞弊等不正
当行为。目前该案尚处调查阶段，选
委会要求英拉在本月２５日前对此进
行情况说明。

英拉11日上午在回国后首次公
开露面，在其住所附近的莲花超市
采买日用品。

持第一种论点的人显然忽
视了一些重要的经济细节。首
先，俄罗斯经济规模有限，不足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
四分之一，且增长前景堪忧。今
年上半年，俄罗斯ＧＤＰ仅微增
１％，在西方制裁之下又增加了
经济失速、资本外逃、通胀高
企、市场萎缩等风险。在此背景
下，期待俄方持续、大幅向中国
增加进口并不现实。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俄贸易
发展相对滞后，贸易结构不平
衡。当前中俄贸易额尚不足千亿
美元，中国是俄罗斯头号贸易伙
伴国，而俄罗斯仅为中国第十大
贸易伙伴国，甚至排在马来西
亚、巴西等国之后。可见，即便西

方制裁利好中国出口，也仅是局
限在局部的行业利益。

其次，在能源合作方面，欧
盟多国严重依赖俄方供应，抵制
来自俄罗斯的油气无益于自扼
咽喉，这点欧洲人也很清楚，因
此短期看，俄油气出口并无大
碍，谈不上更加依赖中国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５月中
俄已达成为期３０年的天然气供
销合同，中俄长期能源合作框
架由此基本成型，加之中国一
直奉行能源多元化战略，能源
进口的大头依然是阿拉伯世
界，俄方所供油气占比不高。可
见，即便俄欧围绕能源斗法，对
中国影响也很有限。

再者，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

长期、自然过程，俄罗斯因素不
会对此产生质变性影响。目前，
中国周边近３０个国家普遍使用
人民币结算对华贸易，而俄罗斯
仅是其中一环，且远非关键环
节。加之用本币结算贸易，早已
是中俄高层共识，西方制裁不过
是加速中俄落实共识。

简而言之，中俄贸易本币结
算之于人民币国际化，可算是锦
上添花，但绝非必要条件。正如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
授巴里·艾肯格林所言，人民币
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地位提
升，更多与美元地位下降和中国
自身经济实力上升有直接关系。
可见，西方与俄交恶，不会带给
中国多少经济上的好处。

围绕乌克兰危机，美欧
与俄罗斯正上演制裁攻防
战。一些媒体认为，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西方与俄罗斯之
间的政经争斗反而有利于中
国，其主要论据有二：其一，
西方与俄角力，俄油气出口、
农产品进口更依赖中国市
场，从而增加中方议价权。中
俄贸易将更多以本币结算，
更多俄资本将投向中国金融
系统，利好人民币国际化和
中资银行；其二，西方与俄缠
斗，减轻了西方对中国的遏
制压力，利于延长中国崛起
的战略机遇期。这种想法其
实经不起推敲，对中国而言，
西方与俄罗斯交恶，不是鹬
蚌相争，反可能是“城门失
火、殃及池鱼”。

谈经济，

俄分量太轻了

论地缘，

大国争斗已过时

那么，中国是否有机会在
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方面有所
斩获？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和头号贸易国，中国正处于从
地区强国向全球性强国迈进的
过渡期。中国的独特战略定位、
现行国际贸易投资安排、中国
自身资源禀赋等多重因素决定
中国的进阶之途不是大国争
斗、合纵连横，而在睦邻友好、
合作共赢。

西方和俄罗斯交恶升级，
并不符合中国长远利益。首先，
中国与西方、乌克兰、俄罗斯均
保持密切商业或技术合作。城
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旦双方斗

法升级乃至失控，很可能殃及
相关中资企业，某些关键项目
甚至可能流产。这在西方制裁
伊朗、利比亚、苏丹等国过程中
已有先例。

其次，若双方制裁大战升
级，乃至演化为长期冷战，进而
导致物流、人流受阻，显然会延
缓中国“一路一带”等战略的落
实进度。近期，乌克兰当局表示
考虑对俄关闭民用航线和相关
物流通道，已释放出利空信号。

再次，西方与俄斗法可能
加剧地区动荡，恶化中国和平
发展的外部环境。此外，欧盟国
家、俄罗斯等争端多国，均与中

国建立了侧重不一的战略伙伴
关系。如果西方与俄罗斯矛盾
激化到失控的地步，中国不免
要在外交上增加很多成本，面
临一些政治上的两难境地。

在当今全球经济高度融通
的时代，按照传统地缘政治观
念定位西方、中国、俄罗斯三者
之间的关系，显然过于简单化、
脸谱化，已不合时宜。发展中的
中国需要安定和平的外部环
境，也需要在国际风浪中，保持
战略定力，稳坐钓鱼台，办好自
己的事，实现强国富民，推进区
域合作共赢，造福全球经济。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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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左）与奥巴马在2012年G20峰会上会谈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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