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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网站于 11 月 7 日发表的署名为

蒂姆·奥康纳的文章《金砖集团扩

员，美国被排除在外》提到，2021

年，金砖五国的 GDP 总计达到了

全球的四分之一，而这五国的人口

占据全球 40%。奥康纳认为，如果

金砖进一步扩容，力量不可小觑。

奥康纳还写了这么一段看上去矛盾

又滑稽的话：“虽然美国在很大程

度上驳斥了有关金砖国家可能对 G7

的经济实力构成严峻挑战的担忧，

但是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

军事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制

裁，地缘政治和经济争端正在加剧，

这也使金砖国家成为关注焦点。”

显然，奥康纳注意到了美国的“驳

斥”，可他是否注意到美国的“驳

斥”究竟有多大作用？在 2022 年 11

月上旬，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最终确

定本国总统不亲往巴厘岛开会，可

他们又通过各种渠道暗示自己会通

过视频与会发言。如果观察得仔细

一些的话，就会发现，俄总统普京

之不去印度尼西亚的决定，是在印

度外长苏杰生于 11 月 7 日访问俄罗

斯后做出的。从各种公开报道来看，

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果然是不一般。

在俄乌冲突期间，印度并没有跟着

美西方一起制裁俄罗斯，在宣称保

持中立、劝和促谈的情况下，印度

继续低价购买俄罗斯的能源产品。

但印度本身又与美国方面有许多沟

通管道。苏杰生是否给普京方面带

去什么话，最终令普京决定了自己

不去印度尼西亚？哪怕印度可能的

捎话不是普京作出决策的决定性因

素，苏杰生在莫斯科的所言，一定

影响到俄方。

至于奥康纳文章中悻悻地表示，

“很遗憾美国被排除在金砖国家之

外”，是否符合正常逻辑呢？如果

在经济领域美国想要拉拢“小弟”

并发号施令，G7 是很不错的舞台。

美国又搞了 IPEF，甚至为了使本国

的芯片产业更具竞争力，美国还拉

拢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组

了个“芯片联盟”的局。但日韩方

面也不傻，分明都看出了美国是在

以各种综合实力来压人，希望相关

国家或地区的芯片企业将高端产品

转移到美国去。以“合作”的方式

“抽血”，美国耍起这样的招数，

真可谓驾轻就熟。类似的情况，譬

如俄乌冲突之际，不希望欧洲国家

继续购买使用俄罗斯能源的美国，

却又以超高价格向欧洲销售替代品。

按照马克龙的说法，“友谊不是这

么玩的”。但美国就这么玩了！法

国能怎样？日韩，包括想要抱美国

大腿的台湾当局又能怎么样？似乎

拿不出像样的办法。

韧性比“强劲”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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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斯瓦斯蒂·拉奥认为，今年 G20

峰会，各国最明显的分

歧就在俄乌冲突问题上。

尽管普京和泽连斯基都

不到巴厘岛现场，会少

掉许多可能的戏剧性的

场面，但会议期间各国

立场不一，实则矛盾重

重。譬如拜登多次要求

把俄罗斯排除在 G20 峰

会之外，同时支持乌克

兰与会。但即使在西方，

譬 如 G7 内 部， 受 不 了

高油价之苦的法德等，与美国的看

法并不完全一致。德国总理朔尔茨

在前往巴厘岛途中飞机经停越南时，

还不忘吐槽称，其实他是希望普京

与会的。

而美方为了安抚 G7 的小伙伴

们，在俄乌冲突之后，一直希望石

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

增产以缓解原油价格飙升。今年 7

月中旬，拜登访问沙特，会见沙特

的实际掌权者、王储穆罕默德·本·萨

勒曼。美国和沙特签署了 18 项协议

和谅解备忘录，最为关键一点是——

沙特当时答应美国增产石油。可沙

特的行动却并不如拜登所希望的那

样。《华尔街日报》披露，拜登要

求沙特每日增产 50 万桶原油。拜登

结束沙特之行后，萨勒曼王储象征

性地将石油产量提升了 10 万桶。这

让拜登相当不满，向沙特发出了一

份“咆哮信”，指责沙特违背承诺。

但随后拜登等到的却是沙特参与度

颇深的欧佩克直接宣布减产，且欧

佩克与俄罗斯组成的“欧佩克 +”的

石油总减产量达到日均 200 万桶。

这样一来，拜登再怎么发“咆哮信”

也无能为力了。

“面对俄乌冲突和美英处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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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峰会安保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