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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財政部27日發表聲明指，俄
方早已用盧布向歐洲清算銀行全額支付
相關款項，但由於 「第三方的行動」 ，
這筆錢一直卡在系統中，未能匯入債權
人賬戶。聲明強調，俄方無法控制外國
金融中介機構的行為，因此不能算俄方
違約。俄財長西盧安諾夫日前直言，西
方國家人為製造障礙，圖謀給俄羅斯貼
上 「違約」 標籤，並形容這種情況是
「一場鬧劇」 。

俄羅斯的兩筆外幣債券利息於5月27
日到期，30天的償還寬限期於6月26日結
束。這兩筆外債利息分別以美元和歐元
計價，總金額達1億美元。但西方已幾乎
將俄羅斯踢出國際金融體系，美國財政
部一項允許俄方向外國債權人付款的臨
時豁免於5月25日到期，歐盟亦於6月初
宣布制裁俄羅斯的國際債券代理機構
NSD，導致俄方在有充足資金的情況下
無法正常償還債務。

俄經濟未受實質影響
俄羅斯上一次外債違約發生在1918

年，當時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拒絕
承認沙俄時期

欠下的外債。1998年金融危機期間，俄
羅斯曾拖欠盧布計價的債務，但並未拖
欠外債。

今年2月24日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美
國及其盟友對俄降下 「金融鐵幕」 ，迄
今已動用凍結俄半數外匯儲備、將主要
俄銀行排除在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
（SWIFT）系統之外等措施，導致俄方
難以用美元或歐元進行交易。6月22日，
俄總統普京簽署總統令，正式確立以盧
布清償外債的臨時程序，但西方並不願
接受。

據彭博社統計，俄羅斯年內還有約
10億美元債息將要到期，料引發更多
「違約」 爭議。通常情況下信用評級機
構會正式宣布某個實體違約，但受西方
制裁影響，這些機構已撤下對俄羅斯的
評級。若25%債
權人達成共識，
他們亦可自
行判定債務
違約。目前
債權人大多

持觀望態度。
美媒指出，債務違約最直接的影響
是令違約國主權信用評級降低，更

難從國際市場融資，但這對已
經被西方孤立的俄羅斯幾乎沒
有實質影響。此外，由於俄羅
斯外債規模不大，且外界對

「違約」 早有預期，國際市場也不會受
到太大影響。

美國國家信用反而受損
美國投資管理公司Loomis Sayles

& Company高級分析師馬利克表示：
「一個本來有能力償債的政府被外部勢
力強迫違約，這是非常、非常罕見的情
況。這將成為違約歷史上的重大分水
嶺。」 有分析指，美國帶領盟友 「人為
製造」 俄債務違約風險的行徑，越來越
被外界視為 「信用違約」 ，正在損害美
國國家信用和世界對美國主導的金融體
系的信心。

26日起在德國舉行的七國集團
（G7）峰會上，西方國家提出更多對俄
制裁措施，包括進一步限制俄方獲得國
防工業等領域的關鍵技術、阻止俄方參
與國際市場等。英、美、日、加表示將
禁止進口俄羅斯黃金，但德國總理朔爾
茨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認為此事
需進一步討論。

專家指，俄羅斯是全球第三大黃金
生產國，產量佔全球8.5%，但此前的制
裁措施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關閉了美歐市
場與俄羅斯的黃金交易，新的禁令只具
象徵意義，料不會推動金價大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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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設金融陷阱 俄被迫債務違約 2022年6月28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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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基建倡議改頭換面 再開空頭支票

俄羅斯債務違約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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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峰會將在馬德里舉行，當地26日爆發反北約示
威。 法新社

交易系統武器化 動搖全球經濟秩序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
《衛報》報道：七國集團（G7）
領導人26日在德國舉行峰會期
間，承諾將在未來5年 「眾籌」
6000億美元（約4.68萬億港

元），用於資助發展中國家進
行基礎設施建設，並聲稱此方案

可取代中國的 「一帶一路」 倡
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7日
回應說，中方始終歡迎一切促進全
球基礎設施建設的倡議。我們認
為，相關倡議不存在彼此取代的問
題，但我們反對打着基建的旗號，

推進地緣政治算計，抹黑污衊 「一帶
一路」 倡議的言行。

趙立堅指出，西方政客口中的 「一帶
一路」 造成債務陷阱，完全是一個偽命
題；美國才是債務陷阱的真正製造者。

G7領導人26日宣布啟動所謂 「全球基
建及投資夥伴關係」 倡議。美國總統拜登
稱，美國將在5年內通過聯邦撥款、私人投
資等途徑籌集2000億美元，用於支持中低收

入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改
善衞生條件、建設電子基
建設施等。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稱，歐洲將籌集約

317億美元。
但英媒指出，這不過是將

去年G7提出的 「重建更好世界」
（B3W）倡議換了個名字，而B3W
在整整一年時間裏幾乎沒有進展。有
分析認為，新倡議恐重蹈B3W覆轍，
再次淪為空頭支票。

北約峰會將於28日至30日在西
班牙首都馬德里舉行。26日，約
5000人在馬德里遊行示威，批
評北約強迫歐洲國家增加軍
費，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示
威者高喊 「不要北約，不要戰
爭」 等口號。

截至4月初，俄羅斯共有價值約400億美元的未償付債
券，其中約200億美元債券的債權人在海外。據彭博社統
計，俄羅斯年內應支付超過10億美元的債券利息。

俄羅斯有多少外債？1.

6月26日，俄羅斯支付1億美元國際債券利息的寬限期結
束，但由於西方將俄羅斯踢出國際金融體系，俄方無法向債權
人賬戶付款。美媒稱，這已構成債務違約，但俄方否認。

為何出現債務違約風險？2.

債務違約通常會影響主權信用評級，導致違約國更難從國際市
場融資，但西方制裁已近乎切斷俄羅斯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聯繫，因

此債務違約料不會對俄經濟造成實質性影響。俄羅斯外債規模不
大，料對國際市場也沒有太大影響。然而，西

方將金融平台武器化，迫使一個主權國家
違約的做法，將對國際金融秩

序造成衝擊。

對俄羅斯及國際市場有何影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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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峰會在德國召開，普京 「展示肌
肉」 的做法成為西方領導人的調侃話
題。調侃歸調侃，但俗話說瘦死的駱駝
比馬大，世界上哪一個國家敢小覷俄羅
斯呢？

俄羅斯手握能源和糧食兩張王牌，
讓歐洲吃盡了苦頭。俄羅斯並沒有像西
方國家所設想的那樣，很快被極限制裁
所壓垮，相反俄羅斯從全球能源價格大
漲中賺得大把外匯，國家財政收入不減
反增，以至於人們懷疑究竟誰在為這場
戰爭埋單。

歐洲這些年一直吵吵嚷嚷，聲稱追
求戰略自主和獨立防務，現在重新被牢
牢地綁在北約戰車上。歐洲對俄羅斯發
動的六輪制裁已完全變成了自殘，迴旋
鏢效應在歐洲輪番上演。俄羅斯前總
統、國家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不

無感慨，他與西方打了多年交道，但現
在的歐洲領導人是清一色的技術官僚，
不僅無法與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戴卓
爾夫人、希拉克相比，甚至像默克爾這
樣的領導人也找不到一個。大西洋彼岸
的美國政壇也是老氣橫秋，不僅總統拜
登年近八十，眾議院議長已八十有二。
從他們的行事風格以及出台的一系列政
策中，既看不出政治家的氣魄和格局，
也看不到資本家的精於算計，有的是政
治狂熱及非理性的執著。

俄烏衝突前，歐洲對俄羅斯的能源
依賴度超過40%以上，突然之間要主動
切斷與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管道，歐
洲的能源價格豈有不漲之理？百姓的怨
聲載道也是預料之中的。波蘭已經號召
用不起石油和天然氣的家庭上山撿柴
火，不過不能隨意砍伐樹木。德國和法
國號召大家減少洗澡的次數，以節約能
源。前幾年歐洲嚷嚷着要對其他國家飛
往歐洲的航班徵收碳排放稅，以為自己
在清潔能源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收取

碳排放稅肯定能大賺一筆。然而，歐洲
一夜之間被打回了原形，德國不得不恢
復燃煤發電，同時還要延遲關閉核電
廠。可問題是，德國的煤礦早就關得差
不多了，煤礦工人少得可憐。從烏克蘭
引進礦工也不現實，因為頓巴斯地區已
經炸成了廢墟。重新啟動核電設備更是
說易行難，畢竟德國前幾年就開始了能
源去核化的進程。

特朗普執政時期，美任性而為，對
華發動貿易戰，親手破壞了存在已久的
互惠貿易供應鏈。俄烏戰爭爆發以後，
美歐主動切斷與俄的能源供應鏈，結果
也是自釀苦果。舊的體系被打碎，但新
的體系和機制的建立尚需時日，在這個
真空期，世界只能忍受這種混亂與不
堪。

美國動員盟國，為了結成反俄、反
華統一戰線，忙得不亦樂乎，但這些國
家的國內問題一大堆，美國經濟即將進
入衰退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美
聯儲的信譽也降到幾十年來的最低點。

美國希望通過製造外部威脅來轉移國內
問題的焦點，但掩蓋不了其日趨激化的
矛盾。在槍支問題上，國會討論控
槍，但最高法院卻拚命擴大擁槍權，兩
股力量的撕扯，讓美國深陷分裂狀態。
美國號稱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但
現在外界不得不擔心2024年這個國家
舉行大選之後，能否實現政權的和平交
接。美國民主走到今天這個地步，也是
美國憲法設計者們所沒有料到的。拜登
年事已高，記性差是自然規律，助手們
製作提示性小手冊實在是無可厚非。人
到八十還有拜登這樣的身板和記憶力已
經很不錯了，錯在拜登這把年齡坐錯
了位置。有報道稱，拜登還有意競選
2024年總統，讓美國年輕人情何以
堪？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福特汽
車工業裝配流水線的廣泛應用與石油產
業實現了完美結合，導致汽車產業大爆
發，美國從此變成了 「長在車輪上的國
家」 。二戰結束以後，計算機的廣泛應

用，迎來了一場新的技術革命。戰爭對
科技的拉動是顯而易見的。

俄烏戰爭雖然算不上第三次世界大
戰，但這場戰爭讓歐洲國家深刻認識
到，過度依賴傳統能源的危害性。一些
專家感嘆，舊能源掌握在俄羅斯手中，
新能源的優勢在中國這一邊，西方的底
氣到底從哪裏來？未來的世界究竟屬於
誰？

重啟煤電只是西方的權宜之計，也
是對《巴黎協定》承諾的玷污。這兩年
來，G7首腦們隔三差五就聚到一起，不
是談論俄羅斯威脅，就是探討中國挑
戰，西方的傲慢由此可見一斑。除了徒
增失望之外，實在看不到什麼積極成
果。這次峰會聚焦俄烏戰爭是在情理之
中，但氣候變化及新能源等話題也無法
迴避，甚至多了幾分緊迫感。可以預
料，隨着 「後俄烏戰爭」 的到來，全球
新能源產業大發展定會迎來歷史性的機
遇，這恐怕是能夠看得比較清楚的一大
趨勢了。

俄烏衝突讓世界更能看清一大行業趨勢
周
德
武

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