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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矛盾集中爆发
上个周末，大批法国民众走上巴黎街头，

抗议马克龙政府面对持续高涨的物价毫无作

为。这场抗议活动由左翼政党召集，有大约

14万人参加。

18日起，法国多个工会和青年组织展开

全国性罢工，法国全境公路和铁路运输系统

等公共服务行业陷入瘫痪。而从9月底开始，

法国多家能源企业已开始罢工，导致法国约

30%的加油站供应中断。受此影响，法国电

力公司的一些核反应堆已停止运营。路透社

报道指出，这次的罢工行动是马克龙5月连任

以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法国的大规模罢工，是欧洲当前能源困

境的集中爆发。据统计，受地缘政治、通货膨

胀等因素影响，欧洲天然气价格在短短两年

时间上涨超过10倍，煤炭价格上涨超过6

倍。跨国巨头从高企的能源价格获取巨额利

润，却不愿与员工共享。

法国《观点周刊》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66.2%的法国人担心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会发

生“社会性爆炸”。《回声报》援引经济预期数

据称，法国民众的购买力继连续两年下降之

后，2023年还会继续下降。受此影响，越来越

多民众不得不开始使用消费信贷，这在推高

法国家庭负债率的同时，也促使法国通胀率

进一步高升。

在法国陷入经济与社会危机之前，抗议

示威的浪潮已经席卷了德国、荷兰、捷克、比

利时等国。各国民众的诉求大同小异：反对

盲目追随美国，要求政府以实际行动缓解民

众经济负担。

在英国，首相特拉斯激进的经济政策引

发朝野动荡。英国信用机构“巴克莱卡”的数

据显示，越来越多的英国人通过减少夜生活、

自带午饭上班、少买新衣服等办法省钱，以确

保能够支付今年秋冬季的取暖费用。

美国：大挖伙伴“墙脚”
在经济整体低迷、通胀严重的背景下，欧

洲还面临严峻的产业外流现象。流失的产业

大多去向哪里？答案是美国。

标普全球旗下机构日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欧元区9月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初

值由8月的49.6降至48.5，创27个月新低。

PMI指数下降，反映出市场对欧洲经济环境

前景预期的失望，直接后果是制造业不断外

流，欧洲面临“去工业化”的严峻挑战。

目前，欧洲越来越多钢铁、化学、新型电

池和有色金属的生产企业正将产能转移至美

国。据德国《商报》报道，由于欧洲天然气使

用成本几乎是美国的8倍，位于欧洲尤其是德

国的制造业目前已经限制或关闭了大部分产

能，其中钢铁行业减产约5%，化工行业减产

8%，化肥行业甚至关闭了在德国70%的产

能。同时，大批德国企业纷纷赴美投资。此

外，意大利超过35万家企业陷入经营亏损，荷

兰最大铝业制造商代尔夫宰尔达姆科铝业公

司日前宣布停产，欧洲最大化肥生产商挪威

亚拉国际公司已关闭一座大型化肥厂。

面对“失血”的欧洲伙伴，美国没有展现丝

毫的“战友”情谊，反而全盘笑纳欧洲的资本、

产能与技术。如果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是通

过关税施压等方式从欧洲口中“夺食”，拜登政

府则是激化并利用俄乌冲突，以更隐蔽的手法

“挖墙脚”。两者都是“美国优先”霸权思维的

体现，对欧洲利益的损害并无本质不同。

此外，美国还以俄乌冲突为饵，诱使欧洲

一边为天价能源“埋单”，一边不得不大笔采

购美制军火。结果是欧洲对美国及北约的依

赖将进一步增强，欧洲几代政治家努力推动

的欧洲战略自主恐将落空。

在美国的持续鼓动下，欧洲对俄能源制

裁不断加码。俄罗斯能源退出欧洲市场的同

时，美国的油气资源越来越多地运往欧洲，并

以高价占领俄罗斯原先的市场。

数据显示，9月份，美国出港货船装载的

液化天然气达630万吨，其中近70%都被运往

欧洲。据美国媒体报道，一艘液化天然气运

输船的利润，就高达令业内人士惊呼“疯狂”

的1亿美元以上，而这还是“北溪”天然气管道

泄漏前的数据。

俄乌冲突引发的安全危机令欧洲诸国纷

纷重整军备，大幅增加防务费用。在不少国

家军事工业生产线大量关停、武器装备研发

逐渐落后的背景下，巨额订单不得不流向美

国。美国军火商以俄乌冲突为试验场，通过

大笔军援验证和改进武器性能，诱使欧洲国

家采购美制先进装备。同时，也通过武器输

送在防务战略上控制欧洲。

以目前美军正在换代的F-35隐形战机

为例，这款战机曾因成本失控问题而一度走

到项目破产边缘。但在俄乌冲突苗头出现

后，捷克、波兰、芬兰、瑞士等国纷纷表示将采

购F-35，该机的量产成本有望借助欧洲的资

金进一步降低。更重要的是，F-35作为美军

目前抓紧换装的主力机型，具有突出的信息

化和网络战力。装备F-35的欧洲国家为了

最大程度上发挥该机的性能，势必更深地融

入美军作战体系。

因此，美国凭借挑起俄罗斯和乌克兰流

血的争斗，既消耗了俄罗斯这个老对手，进一

步加强了对欧洲的控制，还在某种程度上实

现了国会两党让资本和工作岗位回流美国的

夙愿，的确从俄乌冲突中受益不少。但是，美

国可以笑到最后吗？

盟友：开始对美说“不”
10月15日，一则沙特王室流出的视频震

惊了国际舆论。在视频里，一名沙特王子怒

吼道，“所有自以为可以威胁我们的人，你们

给我听好了，沙特人不怕任何威胁。”

这名王子是沙特王储本 ·萨勒曼的亲表

兄，而本 ·萨勒曼此前刚刚不顾美国重重施

压，推动由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俄罗

斯等非欧佩克主要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

决定从11月起，在8月产量基础上将月度产

量日均下调200万桶。

数十年来，美国以向沙特提供安全保障

为条件，换取沙特石油对美元霸权的支持，并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沙特殊关系。尽管沙特

与拜登政府有着因沙特籍记者卡舒吉遇害案

而起的龃龉，但原油减产决定其实向美国传

递了一个意味更加深长的信号——美国的利

益与沙特等欧佩克成员国的利益正在渐行渐

远，美沙特殊关系的小船正在时代变迁的大

潮前迷失方向。

面对自主性逐步增强的盟友，美国在震

惊之余，先是威胁将重新评估两国关系，继而

不打算在下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与沙

特王储本 ·萨勒曼会面，并宣布将重新审视对

沙特的军售清单。

在“欧佩克+”的减产决定出炉后，国际油

价立刻止跌。由于俄罗斯仍在大量出口原

油，拜登政府认为减产决定将让俄罗斯在石

油产能减少后，仍能获取足够的资金。同时，

美国国内原油零售价格也随之涨价，迫使拜

登宣布11月将再度释放1500万桶的战略石

油储备。

面对美国的怒火，沙特坚持说“不”。沙

特先是披露了拜登希望“欧佩克+”的减产决定

如果不能取消，至少要推迟到美国国会中期选

举之后的意愿，让拜登无比难堪。紧接着，沙

特鼓动海合会以及多个欧佩克成员国公开出

面力挺，指责美国的反应“过于情绪化”。

美国的情绪化反应，恰恰反映了美国“割

韭菜”的惯性与冲动，而这种惯性与冲动又难

免催生新的愤怒与不安。沙特并不孤立，无

论是逐渐意识到“失血”问题的欧洲，还是努

力在美俄间保持平衡的许多国家，都必将在

未来对美国构成更多的挑战。毕竟，和平发

展才是绝大多数国家的诉求，无人甘愿沦为

霸权主义的牺牲品。

消耗对手“吸血”盟友 吸引资本工作回流

“拱火”俄乌冲突 美国想“一石三鸟”
文/艾舟

“美国目前是乌克兰危
机的最大受益者。”俄罗斯
驻华使馆高级参赞法捷耶
夫的话，让更多人开始思考
这个问题：影响波及全球的
俄乌冲突，到底便宜了谁？
目前看来，这场冲突似

乎呈现出俄乌两国流血、欧
洲“埋单”、美国赚钱的局
面。但随着危机外溢效应
的逐步显现，美国看似不断
“吸血”，却可能正在种下未
来动荡与不安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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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价持续高涨，法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本版图片 GJ

▲拜登（左）7月访问沙特时与王储碰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