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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斯里兰卡粮食、油气、药品等

严重短缺，食品价格大幅上涨，通货膨胀不断

加剧，经济濒临崩溃。当地时间7月6日，该

国宣布破产。

最新报道称，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 ·拉

贾帕克萨当地时间13日离境，并签署了辞职

信。此前，拉贾帕克萨与总理维克拉马辛哈

均已同意辞职。

面对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斯里兰卡未

来的新领导人同样面临严峻挑战。

燃油食品都买不起
现年33岁的罗希塔，是一座科伦坡办公

大楼的清洁工。最近，由于时常陷入长达数

小时的停电中，罗希塔还要负责解救那些被

困在电梯里的人们。

以前，罗希塔每月有3万斯里兰卡卢比（3

月货币贬值前，约合人民币1476元）的收入，

虽然微薄，尚可勉强度日。经济危机爆发后，

他的工资降至每月约800元人民币。

收入直降，生活成本却骤升。“今年年初

以来，斯里兰卡的燃料价格上涨了五倍，大

米、糖、鱼等食品价格也出现了创纪录的飙

升。”罗希塔说。

此外，罗希塔一家已经八个月没有使用

燃气了。“我们在一个垃圾处理厂收集柴火，

在一个狭小的露天空间里用柴火做饭。”罗希

塔诉苦道，“上周，我拿着气瓶排了一整天的

队，却依然没有把它加满”。

没有汽油，买不起食物，不得不挨饿，每

天只能用电10小时，这是许多斯里兰卡民众

正在经历的真实生活。上周，一个母亲带着

她的两个孩子投河自尽。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目前，大多

数斯里兰卡儿童被迫以几乎不含蛋白质的饮

食为生。“我买不起饼干或牛奶。”34岁的母亲

萨娜在为她三个年幼孩子的未来焦虑。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在斯里兰

卡约2200万人口中，超过620万人面临食品

短缺，约61％的家庭不得不减少食品消费。

今年3月，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美元进口

纸张，斯里兰卡学生的学期考试被无限推迟；

随后为了节省能源，全国路灯也被关闭；6月，

因燃料和粮食匮乏，政府宣布未来三个月公

务人员每周五在家休假种地。

经济崩溃民怨沸腾
“科伦坡一直是一座安静的城市，抗议活

动打破了常态。”在斯里兰卡居住12年的华人

资深博主杨诗源观察着这个国家的变化，“现

在，整个斯里兰卡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燃油

没了，火车停了，出行成了很大的问题。”

在杨诗源看来，斯里兰卡走到今天的局

面，并不在一朝一夕，原因错综复杂。

“2018年，斯里兰卡就曾因暴力事件引发

的紧张局面，宣布进入为期一周全国紧急状

态；2019年，斯里兰卡一度靠旅游业撑起的繁

荣景象又在一场恐怖袭击中烟消云散；2020

年，新冠疫情给极度依赖外部因素的斯里兰

卡重创；而后，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粮食等

价格上涨，又进一步消耗了外汇储备。”杨诗

源认为，疫情与政治因素交织，给斯里兰卡的

经济蒙上阴影，民众怨愤也因此加剧。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表

示，斯里兰卡经济状况近年来不断恶化，要从

多方面寻找原因。

其一，拉贾帕克萨执政期间，希望斯里兰

卡能够实现农业有机化，因此在2021年禁止

进口化肥和杀虫剂等，从而导致该国农作物

产量减少，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可以说，

政策的失误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据专家测算，该禁令使水稻年产量减少

约43％，橡胶、椰子和茶叶等经济作物出口减

少40％。不少农民失去了收入来源，农作物

减产导致食品价格飙升，大量民众生活陷入

困境，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冲击更大。

其二，为了兑现竞选承诺，拉贾帕克萨推

行一系列改革政策，包括减税等。但在新冠

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冲击之下，减税等政策却

只能取得反效果。

其三，外债率高、对外部环境依赖性高是

一些南亚国家的普遍特征，再加之国内治理

较为脆弱，一旦外部环境出现风吹草动，弱点

很快显现。

危机或将长期存在
分析人士认为，斯经济状况近年来不断

恶化，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葡

萄牙《公众》日报所说，“斯里兰卡的问题具有

本国特色，主要内因引发，但也与一系列错综

复杂的全球现象密不可分”。

斯里兰卡曾遭受英国殖民统治多年，殖

民经济的遗毒导致该国经济严重依赖茶叶

和橡胶等少数几种农作物，抵御风险的能力

较弱。

斯里兰卡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汇收

入，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高度依赖进口。

旅游业是斯外汇的主要来源之一，新冠疫情暴

发后，来斯的国际游客人数出现断崖式下跌，

尽管2021年整体形势有所好转，但也不及疫

情前。受疫情影响，斯里兰卡外汇的另一重要

支柱——海外务工人员汇款也大幅减少。两

者叠加，导致斯外汇收入大减。

据报道，5月19日，斯里兰卡就已无法偿

付7800万美元的到期债务利息。当时斯里兰

卡的外债已突破510亿美元，但可用外汇储备

不足5000万美元。

斯里兰卡外汇储备创纪录暴跌，意味着

斯里兰卡的购买力被清零，用于支付包括食

品、药品和燃料在内的基本进口商品的美元

逐渐见底。7月10日起，斯里兰卡停止向普

通民众出售燃油，成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全球首个“断油”的国家。

斯里兰卡6月通胀率达创纪录的54.6%，

食品通胀率更是高达80.1%。维克拉马辛哈

7月初表示，未来几个月通胀率将达到60%。

“不知道吃不饱饭的局面还要持续多久。”一

名斯里兰卡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留言。

林民旺指出，根据斯里兰卡法律，如果总

统和总理都辞职，议会议长最多可担任临时

总统30天，并在这段时间内组织选举，选出新

总统。因此，在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后，斯里兰

卡新政府领导人将上台。

林民旺表示，斯里兰卡的经济、社会危机

还会长期存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面临更多

不确定性，但民众还是会对新政府抱有一定

期待。

斯里兰卡经济危机引发政局动荡

“印度洋上的一滴泪”为何流干?
文 /弦子

南亚岛国斯里兰
卡被称为“印度洋上的
一滴泪”，是海洋中的
一颗璀璨明珠。现在，
这滴眼泪真的流干了。
在物价飞涨、物资

枯竭里挣扎徘徊了几
个月的斯里兰卡，随着
总理拉尼尔 ·维克拉马
辛哈的一声宣告，正式
破产。
斯里兰卡民众的

愤怒爆发。9日，抗议
者冲进总统官邸（见右
图），还放火烧了总理
的私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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