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家门口”力挺白俄
    问： 俄罗斯为何力挺白俄罗
斯？

答：边境局势其实是俄罗斯与

西方关系的深层次危机。

目前，欧洲版图中白俄罗斯对
于欧盟地缘政治十分重要，对俄罗

斯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 苏联版图
中的欧洲部分，除白俄罗斯以外的

国家几乎都加入了北约，仅剩的乌
克兰也投入西方阵营。 可以这样

说，白俄罗斯是俄罗斯面对西方的

生死之地和最后的战略屏障。 对于
这样一个白俄罗斯，俄罗斯必然不

会袖手旁观， 放任自家门口出事
端。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以人权和
民主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策动

颜色革命， 甚至武装推翻他国政

权， 导致地区危机扩大化和长期
化，从而造成大批战争难民。 这也

是此次难民危机的根本原因。如今，

面对背井离乡、想要到欧洲寻求庇
护的中东难民，欧盟非但不接受，反

而以制裁威胁白俄罗斯。 很显然，

在对待难民问题上，欧洲采取的是

双重标准。

俄白一体化签署还不到一个月

的时间，见欧盟对白俄罗斯采取这

样的态度，俄罗斯自然是要做出力

挺白俄罗斯的架势。 这是在俄白一
体化背景下，俄罗斯坚定维护盟友

利益，也是自己利益的表现，极具示
范意义。

1

本版编辑∶齐 旭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h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232021 年 11月 18日 星期四

/ 论坛

难民危机加剧白俄罗斯与西方矛盾
上海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一体化法治研究中心秘书长 孙祁

    成千上万的中东难民试图借道白俄
罗斯至欧盟寻求立身之所，铁丝网却拦
住了他们的去路。
欧盟指责这是白俄罗斯为报复欧盟

而精心设的局，并放言会实施新一轮制
裁；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则以切断
天然气管道相威胁。双方僵持不下之际，
波兰向边境处派驻 1.5万名士兵阻止难民入境，德国
装甲部队开进波兰提供“保护援助”，英国派工兵部队
帮助波兰修建边境墙，俄罗斯远程轰炸机也出现在白
俄罗斯的上空。
事态将如何发展？这场危机将怎样影响俄罗斯与

西方世界的关系？本期论坛特请专家解答。———编者

    美国正在经历 3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

胀， 却将各类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归咎于新冠
疫情， 企图靠万亿美元的支出计划解决通胀

问题。

然而， 这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

通胀问题，甚至会给世界经济，尤其是新兴市
场国家带来负面影响。

“建设更好未来”？

本周一，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规模高达
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作岗位法

案》。

事实上，这一法案于今年 8月 10日就已

在参议院以 69对 30票获得通过， 但却迟迟
未能在众议院过关。 因为这个法案没有涵盖

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开支， 以及应对气候变

化投资等众议院民主党激进派优先考虑的内
容。 后者于是要求将这个法案同另一项涵盖

社会福利开支、规模高达 1.75万亿美元的《建
设更好未来法案》一起付诸表决。

但有 8名中间派民主党众议员对 《建设
更好未来法案》持质疑态度。他们表示在未看

到有关这一法案对经济影响的详细核算数据

前，不会支持该法案。

最终，在一番拉锯和妥协之后，各方于 11

月 6日决定将两部法案分开投票。

由于支持扩大美国道路、机场、铁路、港

口等基础设施投资，有 13名共和党众议员为
《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作岗位法案》 投了赞成

票。 这部法案最终以 228对 206票在众议院
获得通过。

但是对于《建设更好未来法案》，共和党
普遍表示反对。 这不仅是因为这部法案要求

提高税率， 更为重要的是再搞 1.75万亿美元
的社会福利和其他投资计划， 美国政府的债

务将会以天文数字增加，令通胀失去控制。

新冠疫情绝非通胀根源
10月，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

上升 6.2%，创 1982年 7月以来月度同比新高。

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保守估算，1.2万亿

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将使美国未来 10年的政
府预算赤字增加 2560亿美元。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算法肯定大大低估了赤字的规模，因为国
会预算局曾经预测美国政府 2021年财政赤字

为 2.3万亿美元，但是实际上将达 2.77万亿美
元。 美国的债务规模目前已经达到了 28.7万

亿美元， 是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20.9

万亿的 137%； 即使按照预估的 2021年 GDP

为 22.1万亿计算，也达到了 130%。

美联储为了配合美国政府巨额的财政赤
字融资需要， 持续实施超额的量化宽松货币

政策： 从 2020年 3月开始每个月购买 1200

亿美元债券， 并将利率维持在 0-0.25%的历
史最低水平。 美联储自 2020年 3月以来资产
负债表扩张了一倍多， 从 4.24万亿美元增至

目前的 8.66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一年半时间
内增加了 4.42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投放。 这

才是导致美国今年 4月以来通胀率不断走高
的根本原因。

现在美国政府要靠举债来扩大基础设施
开支，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这种做法尽管短

期内会有助于美国 GDP增长， 但从长期看，

将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 甚至使美国陷入滞

涨泥潭。

需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由于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 美国毫无

节制的货币扩张和财政赤字具有以邻为壑的

效应：美国的通胀将通过贸易赤字、大宗商品
价格上涨和美元汇率下跌等渠道向国际市场

传递，给其他国家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美联储的巨额量化宽松政策已经使能源

和其他资源性大宗商品价格猛涨： 石油价格

从 2020年年中的 40美元一桶上涨到目前 80

多美元一桶， 中东石油天然气的离岸价格上

涨了 4倍， 其他有色金属原材料价格也上涨

了 30%-50%不等。 这对于饱受新冠疫情损害
的世界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 中国目前面临

的通胀压力也主要由外部输入引起， 生产价
格指数（PPI）上涨很快，最终也将会传导至消

费端，使得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升。

美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会通过金融
市场渠道传递至国际金融市场，巨额的美元资金

导致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资产泡沫扩张。

未来如果通胀失去控制，美联储不得不收缩
货币供应并提高利率，这又会令资金流出新兴市

场国家，使它们面临金融市场动荡和危机。因此，

中国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同时强调要守住不

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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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土耳其和欧盟此前也
发生过难民危机， 同这次的危
机相比有何不同？ 为何会有这
些不同？

答 ：2016 年土欧难民危

机， 土耳其利用难民问题成功
地向欧盟施压、 进行 “难民勒

索”，并与欧盟达成 6项基本原

则， 包括遣返经土耳其进入希
腊的难民的所有费用由欧盟负

担， 放宽对土耳其居民的签证

要求，欧盟加快发放 2015年承

诺的 30亿欧元资金等。

而白俄罗斯在这一轮的难

民危机爆发前， 实行严格的签
证管理政策， 取道明斯克进入

欧盟国家的难民数量很少。 但

自白俄罗斯 2017 年爆发政治
危机以来， 欧盟的制裁不断加

码。面对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
卡申科试图通过打“难民牌”增

加与欧盟谈判的筹码。 2021年
7月， 为了反击欧盟的全面经

济制裁， 卢卡申科宣布在难民
问题上采取“不合作”的立场。看起

来， 白俄罗斯也想向土耳其学习，

靠打“难民牌”向欧盟施压，迫使欧

盟取消对白俄罗斯的制裁。

但欧盟对白俄罗斯的心态复

杂、政策矛盾，这就导致了白波

难民危机升级。

一方面， 欧盟希望白俄罗

斯脱离俄罗斯，向西方靠拢。在
欧盟看来，这既可以证明西方、

欧洲的所谓“民主自由模式”的
吸引力， 并借白政治变化进一

步向俄渗透， 影响俄罗斯的政

治演变方向； 也能将欧盟的政
治影响力进一步向东推进，争

取对欧盟更为有利的地缘斗争
局面，挤压俄罗斯的地缘版图。

正因为如此， 过去几十年
来，欧盟一直软硬兼施，试图改

变白俄罗斯。 软的方面包括增
加对白援助， 硬的方面包括定

向制裁等。 但最近的俄白一体
化使得欧盟的梦想最终破灭，

欧盟还是没有能够像拉拢乌克
兰一样将白俄罗斯拉进欧洲阵

营。

另一方面， 欧盟对白俄罗
斯又投鼠忌器，担心适得其反。

因此，欧盟对白俄罗斯既不能太

“软”， 否则可能会被认为有损欧盟

的所谓“原则”和形象；但又不敢太
硬，否则会刺激白进一步向俄靠拢，

在地缘政治上于欧不利。 真可谓拿
捏困难。

孙祁

    问： 各方威胁的制裁或者反制
手段真的会发生吗？

答： 越来越多的难民进入白俄

罗斯， 并试图通过白俄与波兰的边

境进入欧洲，此举引发了欧盟、波兰

与白俄罗斯的一系列外交危机。 但
就目前局势看，威胁归威胁，各方都

不会真正放任危机继续发酵。

首先， 目前的危机爆发表面上

看是因为难民问题， 但根本上是俄
欧新一轮的博弈。

自俄白一体化后， 白俄罗斯与

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上几乎保持一
致。 不难看出此次白俄的“难民牌”

背后有着俄罗斯的背影。 而这场难
民危机， 也让俄罗斯与欧盟的矛盾

从之前的意识形态、地区安全、能源
安全等领域， 一步一步扩大到社会

领域。

不过， 笔者并不认为俄罗斯和

欧盟会为了白俄罗斯而彻底闹僵。

目前国际形势正处于非常特殊的时

期，疫情蔓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能
源危机冲击、经济下滑，欧洲一些国

家面临非常棘手的内部问题， 很难
再像 2014年乌克兰危机时期那样

动用各种资源直接干预。事实上，美
欧已经意识到白俄此次打“难民牌”

的主要意图是为了取消制裁， 换取
更宽松的国际空间。 而俄罗斯也深

知， 军事干预势必引起美欧强烈反
弹，制裁只会愈演愈烈，深度卷入于

俄罗斯并无太大好处。

其次， 危机在短时间内可能会

加剧欧洲的能源危机， 而这也是各
方不会放任危机不顾的原因之一。

北半球已经进入冬天， 而欧洲正严
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 如果白俄

切断过境的俄欧天然气管道， 那么
对于波兰、 德国等众多欧洲国家来

说，无疑是“凛冬将至”，更加严重的

能源短缺将继而导致更加严重的社
会问题。

17日，白俄罗斯以维修工作需
要三天为由“暂时”关闭通往欧盟的

石油管道。 但切断天然气管道只是
威胁手段，并非目的。 事实上，俄罗

斯也不会希望白俄罗斯真正切断其
管道。从历史上的俄欧危机来看，尽

管欧洲各国屡屡同俄罗斯唱对台
戏，但在经济上双方一直互通有无。

最后，为了防止难民进入，欧洲
一些国家出现了修建边境墙的声

音。 拉脱维亚已经开始修建临时的
带刺铁丝网， 并在重点的地区修建

围墙， 以防止滞留白俄罗斯的难民
非法入境。 此举可能会被其他与白

俄罗斯接壤的国家效仿。 但各方也
深知，重演“美墨围墙”事件不仅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涌入的问题，

甚至反而会使地缘危机升级。

危机的出现意味着博弈的开始，

而博弈最终会以谈判的方式解决。

一个可能的方案是，借鉴 2016

年土欧难民危机时的做法， 采取双
方利益交换的合作模式。当然，在白

俄罗斯同欧盟的这次难民危机上，

各方不会轻易放弃自身利益而向对

方妥协。俄白一体化后，白俄罗斯完
全“倒向”俄罗斯，打破了俄罗斯与

西方关系的“脆弱平衡”，现如今一

番博弈之后， 危机各方也会各取所
需，这样就有可能达成新的平衡。

可以看到的是，双方似乎正在试
图为局势降温。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

科 15日表示， 白俄并不想在边境挑
起冲突， 并且正在努力劝说难民回

家。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同法国总统
马克龙进行了持续 1小时 45分钟的

电话会议后，表达了对结束危机必要

性的理解，同意“缓和”危机。

虽然俄法两国总统同意将致力

于“缓和”危机，但可以预见的是，未
来两国将围绕边境管控、经济制裁、

能源供应、难民过境、人权等问题将
在该地区持续博弈。一方面，白俄罗

斯打“难民牌”试图利用能源供应问
题向欧盟施压， 包括将其作为与欧

盟谈判减轻制裁、 减少干涉白俄罗
斯内政、 承认白俄罗斯总统合法性

的筹码；另一方面，俄罗斯将利用此
次难民危机， 在人权等问题对西方

发难，争取足够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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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取所需达成新平衡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