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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只洗四个部位，时间要控

制在五分钟之内；冬天窗帘要拉紧

拉严，供暖温度调低1摄氏度；尽量

骑自行车出行，爬楼梯取暖……这

些官方呼吁并非源自大萧条时期，

而是当下的欧洲。

这些对普通大众近乎严苛的节

能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炮制

新一轮对俄制裁做准备。然而对早

就习惯了富足生活的欧洲民众来

说，这样的日子或许能忍一时，但决

不能久拖。

当凉意渐渐袭来，内外交困的

欧洲还能否把“斗气”进行下去？

电价飙升 乱象频现
从上周起，英国南埃塞克斯学

院开始采用一份充满争议的课程

表，所有学生只需在周一至周四上

课，周五则停课在家写作业。至于

原因，仅仅是为了节省教室取暖费。

这一调整也许让不少学生喜出

望外，却让多数家长愤怒异常。他

们担心的不止是学习会受影响，还

有取暖成本的转嫁。一名家长说：

“学生每周五都要在家用电，家长要

多交电费，我觉得这太恶心了！”

拥有超过12000名学生和1000

名教师的南埃塞克斯学院是英国首

个实行四天工作制的学校，这标志

着能源价格高涨引发的连锁效应已

直接波及教育领域。由于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刚刚去世，悲伤情绪在一

定程度上转移了英国民众的注意

力，但在欧洲大陆，能源价格持续高

涨引发的民愤已然开始喷发。

上周末，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有

2万人冒着恶劣天气走上街头，抗

议不断加剧的通胀和政府应对的无

效。示威者们打出“我们要吃饭、要

取暖、要生存”的横幅，要求提高工

资，对大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

不久前，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爆

发了声势更为浩大的游行示威。7

万多人在“捷克共和国优先”的口号

下走上街头，要求政府辞职，不要追

随美国和北约，放弃对俄制裁，以便

与俄签订能源采购合同。捷克目前

是欧盟轮值主席国，在重要议题设

置上有一定的权力。

“生活成本现在越来越高了，能

源价格尤其昂贵。”布拉格居民克里

斯蒂娜不仅感受到日益沉重的经济

压力，还担心未来的情况会更糟，因

为“冬天要来了”。

捷克统计局数据显示，该国7

月通胀率已是连续第13个月上涨，

按年率计算达17.5%，食品和能源

价格上涨是主要推手；8月通胀率

为17.2%，仍处于高位。分析人士

认为，由于能源价格难以回落，捷克

未来几个月的通胀率可能达20%。

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次示威

游行的既有右翼极端主义政党，也

有左翼政党。尽管政治立场各异，

但谴责高价能源、呼吁结束对俄制

裁是他们共同的诉求。示威组织者

宣称，如果物价、特别是电力和天然

气价格继续上涨，那么将在秋季摧

毁捷克经济。

德国多座城市也爆发了抗议政

府能源政策与社会福利政策的示威

游行。在东部的莱比锡，左右两翼

政党均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至少

数千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大幅上涨的

能源和食品价格，要求政府减轻民

众经济负担。在西部经济更发达的

科隆，也有数千人走上街头，径直高

呼口号“我们要‘北溪-2’！”

“北溪-2”是直接连通俄罗斯

与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去年9月建

设完毕。然而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美国迅速宣布对“北溪-2”运营公

司及其高管实施制裁，德国犹豫再

三后暂停“北溪-2”启用审核程序。

意见分裂 设限告吹
“北溪-2”的遭遇是数十年来

形成的俄欧能源关系崩塌的标志性

事件，但这还不是谷底。为反击七

国集团给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

限，俄罗斯9月2日以设备故障使涡

轮机无法正常运行为由，宣布“北

溪-1”完全无限期停止供气，直至

故障排除。欧盟对这一理由并不买

账，但对随之而来的市场恐慌无可

奈何。随着双方新一轮较量开启，

天然气价格再度拉升，欧洲股市大

跌，欧元更是跌至20年来的新低。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欧盟机

构的外交辞令虽然仍旧尖锐，但各

成员国已围绕能源危机与经济问题

陷入分裂。

在石油领域，欧盟各成员国虽

一致同意看似强硬的举措，宣布将

从12月起禁止所有经海路运输的

俄罗斯石油。但现实是，欧盟多国

仍在购买大量俄罗斯石油，每天超

过100万桶。

在天然气领域，分歧更加明

显。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

国家一直呼吁欧盟推出第八轮对俄

制裁，要求不管“北溪-1”是否恢

复，欧盟各国都要主动拒绝俄罗斯

天然气。在9月7日召开的欧盟成

员国代表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

德莱恩提出5点能源措施：采取强

制性措施减少电力需求；对以低成

本来源发电的公司的收入设定上

限，将“意外利润”补贴消费者；对获

得巨额利润的化石燃料公司加征税

收；向陷入困境的公用事业公司提

供支持；对俄罗斯天然气设定价格

上限。显而易见，这些举措的核心

目标是降低欧盟对俄能源依赖，扛

过眼下困境，并减少俄能源收入。

为了使提议得到通过，冯德莱

恩在会前发表了感情色彩丰富的演

讲。她表示俄罗斯在欧盟天然气供

应中的比重已从年初的40%降至目

前的9%左右，指责俄罗斯正积极操

纵能源市场，是“不可靠的供应商”，

而她“对欧盟的团结深信不疑”。但

经过两天激烈争论后，9日举行的

欧盟能源部长特别会议仍未能就冯

德莱恩提议的核心举措——对俄罗

斯天然气设定价格上限达成一致。

多名欧盟外交官透露，各成员

国的态度总体上只能用“分裂”来形

容。尤其是在如何对待俄罗斯天然

气的问题上，以德国为首的多个中

欧国家“面露难色”。德国认为，欧

盟应集中精力采取“不那么咄咄逼

人的措施”来遏制能源价格，如对超

额能源利润征收暴利税。如果欧盟

执着于采取对抗性举措，导致俄罗

斯完全切断对欧天然气供应，那么

目前通过乌克兰或“土耳其溪”管道

获取俄罗斯天然气的多个中东欧国

家会陷入更大的困难。

因此，除德国外，比利时、奥地

利等“老欧洲”国家以及波兰、匈牙

利、斯洛伐克等“新欧洲”国家都对

为俄气设置价格上限的举措持不同

程度的保留态度。虽然欧盟表面上

坚称已准备好应对俄罗斯完全断气

的后果，但各国用实际行动展现了

自己的“信心”。

搬石砸脚 最大输家
其实，让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冷

静的不仅是凉意渐浓的秋风，还有

经济指数和预期上的阵阵寒气。

德国慕尼黑伊福经济研究所

12日公布的最新研究报告预测，德

国2023年国内消费者价格将上涨

9.3%，远高于之前预测的3.3%；

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0.3%，

而非之前预期的增长3.7%；以实际

人均工资水平衡量，德国今明两年

的消费者购买力可能缩水3%，这是

自1970年起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

高纪录。

德国是欧洲经济的引擎，如此

黯淡的经济预期也是整个欧洲的缩

影。报告认为，正是俄罗斯天然气

供应锐减及由此引发的价格飙升，

破坏了德国及欧洲在后疫情时代的

经济复苏。报告预测，未来几个月

将尤其艰难，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

德国只有到2024年才可望恢复正

常，实现1.8%经济增长，并让通胀

率回落至2.5%。

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

国。为了填补俄罗斯天然气的空

缺，欧洲各国不计成本地从美国增

购，给美国天然气供应商带去难以

想象的利润。美媒报道，平均每艘

驶往欧洲的液化天然气船可赚取超

过1亿美元，美国对欧供气量超过

俄罗斯，占据欧洲市场60%的份

额。此外，美国原油出口量也达到

前所未有的每天500万桶。

俄罗斯虽然承受愈发严苛的制

裁，但所获收益依然可观。据总部

设在芬兰的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

心计算，俄乌冲突爆发后的半年来，

俄罗斯通过能源出口获得了1580

亿欧元收入，而同期军事行动的成

本估计仅为1000亿欧元。

分析认为，尽管今年俄罗斯化

石能源出口量有所减少，但能源价

格的飙升反而让俄罗斯的收入远远

高于前几年。更尴尬的是，让俄罗

斯获利最多的不是西方常常口诛笔

伐的国家，而恰恰是欧盟自己。

对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有

句话说得恰如其分——欧洲的能源

危机是“自食其果”。欧洲人不懂美

国借俄乌冲突“薅羊毛”的如意算盘

吗？欧盟不知道自己一直奉行“宽

以律己严以律人”的双重标准吗？

都不是。但一个在安全上长期缺乏

战略自主性的国家或地区，纵然心

里再明白，也只能任由他人摆布。

高盛集团9月初发布的一份报

告也对欧洲的前景感到悲观。“市场

低估了欧洲能源危机的深度、广度

和结构性影响。”报告写道，“这场危

机将比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

更加严重。”

这次能源危机或比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更严重

俄欧斗“气”欧洲会不会“一无所有”
文 /艾舟

■德国德累斯顿节约能源减少灯光 图GJ

■“北溪-1”天然气管道 图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