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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地缘政治变局
对全球和中国经济的影响

万　 军

【内容提要】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能源、粮食、金属等大宗商品的重

要供给国ꎮ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在短期会推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ꎬ加大全球通

胀压力ꎬ延缓经济复苏进程ꎮ 长期可能加速全球产业链的调整ꎬ增大全球经

济体系分裂的风险ꎬ并推动能源市场格局的重构ꎮ 俄乌是中国大宗商品的重

要进口来源国ꎬ地缘政治变局导致欧亚之间的贸易通道受阻ꎬ增加中国对欧

贸易成本ꎬ影响中国海外能源资源供给和国内高端制造领域的发展ꎬ并通过

大宗商品价格传导机制影响国内物价稳定ꎮ 对此ꎬ中国应确保海外贸易通道

的畅通ꎬ完善能源资源和粮食的安全保障体系ꎬ增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应对

外部冲击的能力ꎬ积极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ꎬ加快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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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宗商品供应安全问题研究”ꎻ２０１９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的能

源革命、能源战略与中美合作策略研究”(项目编号:１９ＢＧＪ０３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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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乌克兰国土面积广袤ꎬ地处连接欧亚的交通要道上ꎬ是全球能

源、粮食和金属等大宗商品的重要供给国ꎮ 受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以及美西

方国家对俄制裁影响ꎬ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ꎬ主要经济体通胀风险加

大ꎬ全球经济复苏也欲振乏力ꎮ 欧亚地缘政治变化不仅将深刻影响疫情后的全球

经济金融格局ꎬ也对中国如何更好地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提出新的挑战ꎮ

一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从经济体量和贸易规模来看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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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ꎮ 但两国自然禀赋优越ꎬ在能源、粮食、关键金属等大宗商品贸易中的全球

市场份额较高ꎬ是全球大宗商品的重要供给者ꎮ
(一)俄乌经济总量和贸易规模的全球占比不高

从 ２０２０ 年全球经济体经济总量排名来看ꎬ俄罗斯是世界第 １１ 大经济

体①ꎬ但它的经济规模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并不高ꎮ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 ＧＤＰ 为

１ ４８ 万亿美元ꎬ占全球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１ ７５％②ꎮ 从国土面积来看ꎬ乌克兰是

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第二大国ꎬ但其经济规模不大ꎬ２０２０ 年 ＧＤＰ 约为 ０ １６
万亿美元ꎬ全球占比仅为 ０ １８％ ꎮ 俄乌对外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也不

高ꎬ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进出口商品总额为 ５ ７２６ 亿美元ꎬ乌克兰为１ ０３１亿美元ꎬ分
别占全球的 １ ６％和 ０ ４％ ꎮ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及其对外直

接投资流量分别为 ９６ ７６ 亿美元和 ６３ １１ 亿美元ꎬ在当年全球直接投资中的

占比均在 １％左右③ꎮ 尽管俄乌外贸总额在全球贸易中占比不高ꎬ但从出口

商品结构来看ꎬ两国是全球能源、粮食和金属等大宗商品的重要供应国ꎮ
(二)俄罗斯是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

根据 ２０２１ 年«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④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ꎬ
俄罗斯探明石油储量为 １ ０７８ 亿桶ꎬ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 ６ ２％ ꎮ ２０２０ 年俄

罗斯原油产量为 ５ ２４ 亿吨ꎬ占全球总产量的 １２ ６％ ꎬ居第二位ꎬ原油出口量

为 ２ ６ 亿吨ꎬ成品油出口量为 １ ０７ 亿吨ꎬ其中大约一半出口到德国、荷兰等

欧洲国家ꎮ 俄罗斯是世界天然气大国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ꎬ天然气储量为 ３７ ４
万亿立方米ꎬ占全球总储量的 １９ ９％ ꎬ已探明储量居全球第一位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俄罗斯天然气产量为 ６ ３８５ 亿立方米ꎬ占全球总产量的 １６ ６％ ꎬ仅次于美国ꎬ
天然气出口量为 ２ ３８１ 亿立方米ꎬ占全球天然气总出口量的 ２５ ３％ ꎮ 俄天然

气总出口的 ７８％ 出口到欧洲ꎮ 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发布的数据显示⑤ꎬ２０２１
年ꎬ俄罗斯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总进口的 ４５％ ꎬ满足了欧盟 ４０％的天然气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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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ꎮ 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煤炭出口国ꎬ２０２０ 年煤炭出口量占全球的 １７ ８％ ꎬ
其中 ３５％销往欧洲ꎮ

表 １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在全球能源供给中的地位

能源类别

探明储量 产量 出口量

规模
全球
占比
(％ )

全球
排名

规模
全球
占比
(％ )

全球
排名

出口量
全球
占比
(％ )

全球
排名

石油(亿吨) １４８ ６ ２ ６ ５ ２４ １２ ６ ２ ２ ６
(原油) １２ ３ ２

天然气(万亿立方米) ３７ ４ １９ ９ １ ６ ３８５ １６ ６ ２ ２ ３８１ ２５ ３ １

煤炭(亿吨) １ ６２１ ７ １５ １ ２ ３ ９９８ ５ ２ ６ １ ９９∗ １７ ８ ３

注:∗«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计量煤炭出口量的单位是艾焦ꎬ原统计表中 ２０２０ 年

俄罗斯煤炭出口量为 ５ ６６ 艾焦ꎬ此处根据俄罗斯海关局发布的数据ꎬ将煤炭出口量统计

口径调整为亿吨ꎮ 参见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能源出口情

况»ꎬｈｔｔｐ: / / ｒｕ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资料来源: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２１ꎬｈｔｔｐ: / / ｂｐ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三)俄乌都是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

俄乌两国国土面积广阔ꎬ自然条件优越ꎬ是世界重要的粮食生产大国ꎬ在
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ꎮ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提供的数据ꎬ
２０２０ 年俄乌两国向全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ꎬ玉米、菜籽、大麦、小麦和葵

花籽油等主要农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比分别为 １４％ 、１６％ 、２３％ 、２７％和 ５３％ ꎮ
全球有 ３６ 个国家一半的进口小麦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ꎮ 俄罗斯还是世界重

要的化肥生产和出口国ꎬ在全球钾肥市场占近 １ / ４ 的份额ꎮ

表 ２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和乌克兰主要农产品出口占全球市场的比重( ％)

国别 玉米 菜籽 大麦 小麦 葵花籽油

俄罗斯 １ ６ １２ １８ １７

乌克兰 １３ １０ １１ ９ ３６

两国合计 １４ １６ ２３ ２７ ５３

资料来源:ＵＮＣＴＡ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ｅｂｆｌｙｅｒ / ｉｍｐａｃｔ － ｔｒａｄｅ － ａｎｄ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ｗａｒ － ｕｋｒａｉｎｅ

(四)俄乌是全球部分重要金属和稀有气体的主要供给国

俄罗斯是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国ꎬ镍、钯、锑和钴等金属产量位居世界前

列ꎬ对基于有色金属的全球供应链有很大影响ꎮ 半导体生产离不开氖气等稀

有气体ꎬ而全球 ７０％的氖气、４０％的氪气和 ３０％的氙气由乌克兰企业提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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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欧亚地缘政治变局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欧亚地缘政治变局对世界经济产生多方面的影响ꎬ在短期内会推动大宗

商品价格迅速攀升ꎬ提升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预期ꎬ进而阻碍疫情后的世

界经济复苏ꎮ 它的长期影响则更为深远ꎬ可能会迟滞经济全球化的步伐ꎬ并
使已经实现一体化的全球经贸体系面临重新分化的风险ꎮ

(一)欧亚地缘政治变局的短期影响

１ 推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大宗商品通常具有战略资源属性ꎬ其市场价格对地缘政治局势较为敏

感ꎮ 油气、粮食和金属等大宗商品是俄乌两国主要的出口产品ꎬ２０２２ 年乌克

兰危机爆发使俄乌生产能力下降ꎬ国际运输通道受阻ꎬ对大宗商品出口造成

了较大影响ꎮ 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多轮制裁进一步加剧了大宗商品

供应链的紧张状态ꎬ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扬ꎮ 从油气市场来

看ꎬ由于国际市场普遍担忧俄油气出口受阻ꎬ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底到 ３ 月初ꎬ北海布

伦特油价从每桶 ９０ 多美元一度飙升至最高 １３９ １３ 美元ꎮ 为了应对可能出

现的油气供给不足ꎬ国际能源署的 ３１ 个成员国决定联合释放 ６ ０００ 万桶原油

储备ꎬ相当于以每天 ２００ 万桶的规模持续释放 ３０ 天ꎬ但效果并不明显ꎬ国际

油价依然在每桶 １００ 美元左右的高价区间徘徊ꎮ 按照美国能源信息署(ＥＩＡ)
的预测ꎬ受全球低库存和乌克兰危机的双重影响ꎬ预计 ２０２２ 年第二季度布伦

特原油平均价格将达到每桶 １０７ 美元ꎬ在 ２０２２ 年下半年平均价格约为每桶

１０３ 美元ꎬ２０２３ 年有可能降至每桶 ９７ 美元①ꎮ 全球天然气价格通常与全球油

价同步变化ꎬ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ꎬ全球天然气价格ꎬ尤其是欧洲地区的价格

一路攀升ꎬ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初欧洲基准价格———荷兰天然气期货价格(ＴＴＦ)日收

盘价一度达到每兆瓦时 ２１０ 欧元的历史峰值ꎮ 欧洲在天然气方面对俄罗斯

形成了高度依赖ꎬ俄罗斯通过“北溪 － １ 号”、亚马尔—欧洲、“土溪”、“蓝溪”
管道向欧洲输送管道天然气ꎮ 如果美西方对俄制裁进一步升级ꎬ导致俄罗斯

天然气出口受限ꎬ将加剧欧洲乃至全球的天然气供求矛盾ꎬ天然气价格仍会

较长时间维持在高位运行ꎮ
乌克兰危机对全球粮食和金属市场也造成了较大的冲击ꎮ 俄在乌境内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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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使乌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ꎬ播种、施
肥和收获等农业生产活动难以正常进行ꎬ黑海地区的港口设施基本瘫痪ꎬ海
运贸易物流不畅ꎮ 作为世界粮食出口大国ꎬ乌克兰玉米和小麦出口严重受

阻ꎬ加剧了全球粮食供求矛盾ꎬ推升了全球食品价格ꎮ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

据显示ꎬ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创下了 １５９ ３ 点的历史高位ꎬ当月的

谷物价格指数平均为 １７０ １ 点ꎬ也创下 １９９０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①ꎮ 全球金属

市场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上涨ꎮ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ꎬ２０２２ 年１ ~ ３月ꎬ世界银行

能源和非能源价格指数分别增长 ３４％ 和 １３％ ꎮ 据世界银行预测ꎬ如果危机

不能在短期内解决ꎬ全球大宗商品供给持续偏紧ꎬ预计 ２０２２ 年大部分大宗商

品的价格将显著高于 ２０２１ 年ꎬ其中原油的平均价格相比 ２０２１ 年可能上涨

４０％以上ꎬ非能源大宗商品平均价格将上涨约 ２０％ ②ꎮ
２ 加大全球通胀压力

近年来ꎬ全球通胀风险日益显现ꎬ在发达经济体表现得尤为明显ꎮ 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创ꎬ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ꎬ发达经济

体普遍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ꎬ通过向经济中释放大量流动性来刺激需求并

减缓经济下行压力ꎮ 但流动性泛滥也蕴藏着通胀的隐患ꎮ 随着疫情有所缓

和ꎬ各国需求普遍回暖ꎬ但全球供应链不畅导致供不应求的矛盾日渐突出ꎬ全球

通胀压力显著上升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全球通胀的上行ꎬ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ꎮ 一是高企的大宗商品价格推升了全球通胀水平ꎮ 作

为经济中的基本投入品ꎬ能源、粮食和金属等大宗商品部门位于国民经济产业

链的上游ꎮ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会导致生产者价格指数(ＰＰＩ)上行ꎬ并通过产业

链逐渐传导到中下游产业部门ꎬ最终推高消费者价格指数(ＣＰＩ)ꎬ导致全社会物

价总水平上升ꎮ 二是供应链受阻增加了贸易成本ꎮ 俄罗斯和乌克兰位于连接

欧亚的重要贸易通道上ꎮ 乌克兰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制裁和反制裁使得冲突

地区的陆路、海路和空中运输通道全面受阻ꎬ迫使贸易企业不得不选择路程更

远、成本更高的物流方式ꎬ从而大大增加了物流成本ꎬ进而推高商品价格ꎮ
２０２１ 年下半年以来ꎬ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已初现端倪ꎬ乌克兰危机通过影

响大宗商品价格进而影响全球供应链ꎬ将会加速各国通胀上行的进程ꎮ 从美

国来看ꎬ受原油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ꎬ２０２２ 年 ３ 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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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同比增速达到 ８ ５％ ꎬ创下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以来的最高纪录ꎮ ４ 月美国消费

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幅度虽有所回调ꎬ但依然保持在 ８ ３％ 的高位ꎮ 从欧元

区来看ꎬ欧洲中央银行为欧元区确定的通胀目标是 ２％ ꎬ但欧元区通胀率在

２０２１ 年下半年就已经突破这一上限ꎬ２０２２ 年 ３ 月通胀率更是高达 ７ ５％ ꎮ 从

经合组织来看ꎬ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经合组织国家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仅为 ２ ４％ ꎬ但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速高达 ８ ８％ ꎬ这是自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以来

的最大涨幅ꎮ 其中大约 １ / ５ 的经合组织国家通胀率达到两位数①ꎮ 通过对乌

克兰危机经济影响的分析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对 ２０２２ 年和 ２０２３ 年全

球通胀的预测ꎬ认为受此次危机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ꎬ２０２２ 年发达

经济体的通胀率将达到 ５ ７％ ꎬ创下 ３８ 年以来的新高ꎮ 此外ꎬ受粮食供给不

足引发全球粮价大涨的影响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也将高

达 ８ ７％ ②ꎮ
３ 延缓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主要经济体在 ２０２０ 年都出现了严重衰退ꎮ 随着

疫苗接种率提升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实施ꎬ全球需求明显回暖ꎬ国际贸易

再趋活跃ꎮ 但乌克兰危机使全球经济复苏前景面临新的不确定性ꎬ这种影响

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ꎮ 一是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受到冲击ꎬ将抑制全球

货物贸易复苏的势头ꎮ 疫情期间ꎬ各国普遍实施了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ꎬ使
供应链问题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瓶颈ꎮ 随着疫情趋于稳定ꎬ全球供

应链的矛盾有所缓解ꎮ 但乌克兰危机破坏了全球贸易通道的畅通ꎬ将妨碍国

际贸易的持续扩张ꎮ 世贸组织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曾经乐观地预测ꎬ随着疫情冲

击减弱和全球供应链好转ꎬ２０２２ 年全球商品贸易规模将增长 ４ ７％ ꎬ乌克兰

危机爆发后ꎬ世贸组织不得不将 ２０２２ 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降至 ３％ ꎬ并且还

表示ꎬ如果危机依然持续ꎬ这一预测值可能还会进一步下调③ꎮ 二是粮食短

缺使全球粮食安全面临新挑战ꎬ对于一些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发展中经济

体来说ꎬ粮食危机不仅会拖累经济增长ꎬ甚至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ꎮ 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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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ꎬ影响全球金融稳定ꎮ 为抑制愈演愈烈的通货

膨胀ꎬ美联储已经开启了加息和缩表的进程ꎬ正在逐步退出极度宽松的货

币政策ꎮ 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推高了美元指数ꎬ美联储持续加息预期则吸

引了更多资本流入美国ꎬ使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着资本持续外流、本币贬值

的风险ꎬ而乌克兰危机爆发改变了资本的风险偏好ꎬ国际资本大量增持美

元资产等具有避险功能的资产ꎬ推动美元指数持续上行ꎬ进一步加速了发

展中经济体的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ꎬ增大了发展中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和偿

债风险ꎬ严重拖累其经济增长ꎮ
考虑到乌克兰危机会增加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ꎬ主要国际组织纷纷下调

了对 ２０２２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ꎮ 经合组织认为ꎬ全球经济增长率可能比

危机前的预测减少 １ 个百分点以上ꎬ而通胀率则可能比危机前的预测要高出

至少 ２ ５％ ①ꎮ 世贸组织认为ꎬ２０２２ 年全球 ＧＤＰ 增长率预计将为 ２ ８％ ꎬ比此

前预测的 ４ １％下降 １ ３ 个百分点②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发布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ꎬ将 ２０２２ 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调为 ３ ６％ ꎬ比年初

预测的 ４ ４％下调了 ０ ８ 个百分点ꎬ还将 ２０２３ 年全球经济增速从年初预测的

３ ８％下调为 ３ ６％ ꎮ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ꎬ乌克兰危机的溢出效应会通过产

业链、供应链向全球蔓延ꎬ对全球经济体产生不同的影响ꎮ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 ２０２２ 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下调了 ０ ６％ 和

１％ ꎮ 作为冲突当事方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经济将出现严重衰退ꎬ其中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速预计为 － ８ ５％ ꎬ乌克兰的经济增速预计为 － ３５％ ꎮ 紧

邻俄乌的欧洲经济受危机的影响较为明显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 ２０２２ 年欧

洲发达经济体和欧洲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预测调整为 ２ ８％ 和

－ ２ ９％ ꎬ比 ２０２２ 年年初分别下调了 １ １％和 ６ ４％ ③ꎮ 如果乌克兰危机在短

期内不能得到妥善解决ꎬ不仅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ꎬ还有可能引发全球粮食

危机、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危机以及更多的社会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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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亚地缘政治变局的长期影响

１ 全球产业链将加速重构

从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ꎬ经济全球化处于快速发展

阶段ꎮ 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分工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ꎬ跨国公司遵循效率优

先的原则推动产业链的全球布局ꎬ将大量的非核心制造和组装业务环节向生

产成本较低、市场潜力巨大的国家和地区转移ꎬ推动了资本、商品、技术、人员

和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ꎮ 产业链的全球布局也带动了国际贸易

的繁荣ꎮ 但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深刻改变了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和

节奏ꎮ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ꎬ世界经济一直在低位徘徊ꎬ一些国家奉行本国利

益至上和经济单边主义ꎬ导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破坏ꎬ经济全球化遭遇

逆流ꎮ 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联合研究表明ꎬ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ꎬ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经济全球化发展非常迅猛ꎬ全球总出口年均增长 ８ ７％ ꎬ间接

出口年均增长 ９ ７％ ꎮ 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经济全球化明显减速ꎬ总出口和间接

出口都大幅放缓ꎬ全球出口总额的平均增长率降至 ３ ７％ ꎬ间接出口降至

３ ８％ ①ꎮ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使得全球经济复苏雪上加霜ꎬ各国普

遍面临经济下行的窘境ꎬ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ꎬ全球贸易和跨国直接

投资严重萎缩ꎬ各国的疫情防控措施也导致商品、要素和人员的跨国流动明

显受限ꎮ 一些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开始重新审视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ꎬ
试图在效率优先原则和安全稳定原则之间寻求新的平衡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

以及围绕对俄制裁和反制裁的大国博弈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供给受到严重影

响ꎬ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波动ꎬ使得在疫情下本已不畅的全球供应链进一

步承压ꎬ不少国家的生产和贸易受到新的冲击ꎮ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意识

到ꎬ一旦全球产业链的若干重要环节因疫情和地缘政治等因素而中断ꎬ就可

能影响整条产业链的正常运转ꎮ 目前ꎬ不少国家已经开始重新评估本土产业

链的安全性ꎬ区域化和近岸化可能成为国际投资和全球产业布局的新趋势ꎬ
这将导致已经处于低潮的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减速ꎮ

２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分化的风险

经济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ꎬ各类生产要素的全

球流动使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越发密切ꎮ 但全球化所驱动的世界经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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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错综复杂ꎬ客观上要求各国政府就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达成基本共识ꎬ并以

此为基础促进国家间的政策协调ꎮ 因此ꎬ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机

制ꎬ维护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ꎬ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组织为基础的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已经建立ꎬ并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提供了重要的支撑ꎮ 但乌克

兰危机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的巨大挑战ꎮ 危机爆发后ꎬ美西方对俄罗

斯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措施ꎮ 在贸易领域ꎬ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取消俄罗斯

的最惠国待遇ꎬ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ꎬ不仅要求中止美国与俄罗斯

之间正常的贸易关系ꎬ甚至要求美国推动中止俄罗斯的世贸组织成员资格ꎮ
欧盟也表示考虑取消俄罗斯在世贸组织框架内的最惠国待遇ꎮ 这表明ꎬ美西

方试图将俄罗斯排除在全球贸易体制之外ꎮ 在金融领域ꎬ美西方表示要将一

部分俄罗斯银行从 ＳＷＩＦＴ 系统中移除ꎬ并对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国际储备实施

限制性措施ꎬ这些金融制裁措施将对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

极大的冲击ꎮ 如果这些贸易、金融、投资和技术等方面的制裁措施长期化ꎬ有
可能促使一些国家寻求建立或参与多样化的生产网络、支付体系和技术标

准ꎬ从而导致世界经济分裂成多个相互竞争的体系ꎬ其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景

面临更多不确定性ꎮ 经合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ꎬ乌克兰危机在多个领

域将产生长期的影响ꎬ如果世界被重新划分为存在壁垒的经济集团ꎬ基于专

业化、规模经济以及信息和专业知识传播的诸多收益将会损失ꎬ与单一的全

球经济体系相比ꎬ经济效率所带来的收益将大为降低①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也认为ꎬ乌克兰危机增加了世界经济分裂成具有独特技术标准、跨境支付系

统和储备货币的地缘政治集团的风险②ꎮ 这种结构性转变将导致长期效率

损失ꎬ增加世界经济的波动性ꎬ并对二战结束以来支配着国际经济关系的基

于规则的全球治理体系构成重大挑战ꎮ
３ 全球能源市场格局面临重大调整

能源是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基础性资源ꎬ俄罗斯

是国际能源市场的主要供给国之一ꎬ欧洲是全球油气市场的重要需求方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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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ＯＥＣＤꎬ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 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４１８１ｄ６１ｂ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ｉｔｅｍＩｄ ＝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４１８１ｄ６１ｂ － ｅｎ

ＩＭＦꎬ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２２ꎬＷａｒ Ｓｅｔｓ Ｂａｃｋ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ＥＯ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１９ / ｗｏｒｌｄ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ａｐｒｉｌ － ２０２２



欧亚地缘政治变局对全球和中国经济的影响

是俄罗斯油气出口的主要市场ꎮ 乌克兰危机导致的美西方制裁将抑制俄罗

斯的能源供应能力ꎬ并迫使欧洲寻求新的油气来源ꎬ将使全球能源供求格局

发生重大调整ꎬ进而对全球经贸体系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ꎮ
从供给侧来看ꎬ持续的对俄制裁措施将损害俄罗斯能源生产和出口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以来美西方对俄经济和金融制裁不断升级ꎬ美国明确禁止本国公

司和公民投资于俄油气产业ꎬ壳牌公司等西方能源企业迫于种种压力不得不

停止对俄油气投资并撤回股份ꎬ欧美能源贸易商也纷纷抵制俄罗斯的油气进

口ꎮ 随着欧美油气企业停止对俄投资ꎬ俄油气行业的资本性支出将明显减

少ꎬ对未来一段时期的产能扩张产生不利影响ꎮ 国际能源署估计ꎬ从 ２０２２ 年

下半年开始ꎬ俄罗斯石油日产量可能会减少 ３００ 万桶①ꎮ 欧盟对俄第五轮制

裁方案提出ꎬ欧盟自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起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和其他固体化石

燃料等ꎮ 欧盟仍在讨论中的对俄石油禁运计划甚至提出ꎬ要在 ６ 个月内禁止

俄罗斯向欧盟出口原油ꎬ并在 ２０２２ 年年底以前禁止俄罗斯成品油出口到欧

盟ꎮ 如果这些制裁措施最终得以实施ꎬ将迫使俄罗斯石油公司关闭更多油

井ꎬ并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较大影响ꎮ
从需求侧来看ꎬ欧盟力图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立场日益明确ꎮ 欧盟提出

的“能源独立计划”(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明确表示ꎬ要在 ２０３０ 年前逐步摆脱对俄罗

斯化石燃料的依赖ꎮ 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石油ꎮ 为尽量

降低对俄天然气的依赖ꎬ欧洲计划 ２０２３ 年大幅减少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量ꎬ
为此每年需要额外进口 ５００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ꎮ 按照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底美欧签

订的能源安全协议ꎬ美承诺 ２０２２ 年内向欧洲追加供应 １５０ 亿立方米液化天

然气ꎬ到 ２０３０ 年前每年向欧洲出口 ５００ 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②ꎮ 全球天然气

供求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ꎬ北美、欧洲和东亚是全球天然气需求较为集中

的地区ꎮ 欧洲天然气高度依赖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ꎬ东亚则大量进口澳大利

亚、卡塔尔等国的液化天然气ꎮ “页岩气革命”以来ꎬ美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

的天然气生产国ꎬ不仅能满足本国天然气需求ꎬ还能向海外ꎬ尤其是东亚地区

大量出口液化天然气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欧洲国家为减少对俄管道天然气

的进口ꎬ试图在国际市场上增购液化天然气现货ꎬ此举推动欧洲天然气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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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涨ꎮ 而亚洲的天然气需求和价格都较为稳定ꎬ欧洲与亚洲天然气价格之间

因此出现了明显溢价ꎮ 欧亚之间争夺液化天然气现货的竞争日趋激烈ꎬ这将

加剧国际天然气市场供给紧张的局面ꎬ并推动全球油气产业链加速重组ꎮ

三　 欧亚地缘政治变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近年来ꎬ中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ꎬ俄乌已经成为

中国大宗商品的重要进口来源国ꎬ但两国在中国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中的占比

依然相对较低ꎮ 乌克兰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基本可控ꎬ但它也在外贸通

道畅通、海外能源资源保供、供应链稳定以及国内物价平稳等方面形成了新的

挑战ꎮ
(一)中俄和中乌经贸合作的基本情况

俄罗斯国土横跨欧亚大陆ꎬ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ꎬ两国经贸合

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扩展ꎬ双边贸易额迅速提升ꎬ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８０ 亿美

元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１ ４６８ ９ 亿美元ꎮ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中国已经连续 １２ 年成为

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ꎮ 乌克兰地处欧亚大陆与中东欧的连接点ꎬ在促进

欧亚经济交流与合作方面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ꎮ 中国与乌克兰的经贸合作发

展很快ꎬ中国已成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国ꎬ２０２１ 年两国贸易额达到 １９３ １
亿美元ꎮ 中乌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ꎬ将在贸易、交通

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农业、能源、金融和科技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入合作ꎮ
尽管中俄和中乌经贸合作发展很快ꎬ但由于中国对外贸易体量庞大ꎬ中俄

和中乌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相对较小ꎮ ２０２１ 年ꎬ中俄贸易额在

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仅为 ２ ４％ꎬ中乌贸易占比则更低ꎬ仅为 ０ ３％ꎬ两
国在中国的出口和进口总额中的合计占比都只有 ３％左右(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２１ 年中俄、中乌贸易额及其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占比

国别
与中国进
出口总额
(亿美元)

在中国外贸
总额中占比

(％ )

中国
出口额

(亿美元)

在中国出口
总额中占比

(％ )

中国
进口额

(亿美元)

在中国进口
总额中占比

(％ )

俄罗斯 １ ４６８ ９ ２ ４ ６７５ ７ ２ ０ ７９３ ２ ３ ０

乌克兰 １９３ １ ０ ３ ９４ １ ０ ３ ９９ ０ ０ 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中 国海 关 总 署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ｗｓ ｇｏｖ ｃｎ)、ＷＩＮＤ 数 据 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ｉｎｄ ｃｏｍ ｃｎ)数据计算ꎮ

俄罗斯是中国能源、农产品、金属矿产和肥料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之一ꎬ乌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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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则是中国农产品和矿产品的重要进口国ꎮ 从 ２０２１ 年中国自俄罗斯的进

口结构来看ꎬ动物产品ꎬ植物产品ꎬ动植物油、脂、蜡及精制食用油脂ꎬ矿产品ꎬ
木材及制品ꎬ贱金属及其制品等大类商品在当年中国自俄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分

别为:２ ９％、０ ８％、１ ２％、７３％、５ １％和 ８ ９％ꎬ这六类商品合计占中国自俄进

口商品的 ９２％ꎬ表明大宗商品贸易在中国自俄罗斯进口中占主要地位ꎮ 在矿产

品大类下ꎬ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占 ６７ ５％ꎬ凸显了能源贸易在中俄贸易中

的重要性ꎮ 乌克兰素有欧洲粮仓的美誉ꎮ 中国自乌克兰进口中ꎬ农产品占有重

要的份额ꎮ 从 ２０２１ 年中国自乌克兰进口的商品结构来看ꎬ动物产品ꎬ植物产

品ꎬ动植物油、脂、蜡及精制食用油脂这三大类商品占比分别为 ０ ７３％、３３ ５％
和 １０ ５％ꎮ 其中ꎬ谷物进口占比为 ３３％ꎮ 此外ꎬ矿产品进口占比为 ３７ ４％ꎮ 这

表明农产品和矿产品是乌克兰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①ꎮ
与进口商品结构相比ꎬ中国对俄乌的出口产品结构明显不同ꎮ 从 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来看ꎬ占比较大的商品类别是机电、音像设备

及其零件附件ꎬ贱金属及其制品ꎬ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ꎬ车辆、航空器、船舶及

运输设备ꎬ这四大类商品占比分别为 ４２ ６％ 、８ ４％ 、８％和 ７ ５％ ꎮ 从 ２０２１ 年

中国对乌克兰出口商品结构来看ꎬ占比较大的商品类别是机电、音像设备及

其零件附件ꎬ贱金属及其制品ꎬ杂项制品ꎬ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ꎬ这
四大类商品占比分别为 ３５ ５％ 、１０ ９％ 、９ ６％ 和 ９ ３％ ꎮ 这表明中国对俄乌

出口以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为主②ꎮ
从中俄和中乌的相互直接投资流量来看ꎬ２０１０ 年以来双向投资有了明显

增长ꎬ但直接投资规模仍然不大ꎮ 俄罗斯在 ２０１６ 年创下了对中国直接投资

７ ３４３万美元的高峰之后ꎬ近几年投资额一直徘徊在 ５ ０００ 万美元左右ꎮ ２０１７ 年

乌克兰对中国直接投资一度达到 ２ ７０７ 万美元ꎬ但此后一直没有超过 １００ 万美

元ꎮ 中国对俄直接投资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２９ ６ 亿美元ꎬ但近几年有所减少ꎮ 中国对乌

的直接投资近年来则有所增长ꎬ但年度投资流量基本维持在１ ０００万美元水平ꎮ
总体而言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中国的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大③ꎮ

(二)欧亚地缘政治变局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与潜在影响

乌克兰危机将导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经济大幅下行ꎬ对中国与俄乌的贸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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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投资会产生不利影响ꎮ 但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中

的占比较低ꎬ总体占比仅为 ３％左右ꎬ因此ꎬ这场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比较

有限ꎬ但在其他一些领域则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１ 对中欧贸易通道的影响

俄乌地处欧亚大陆的核心ꎬ乌克兰危机导致欧亚之间的贸易通道受阻ꎬ
将增加中国海外贸易ꎬ尤其是对欧贸易成本ꎮ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黑海贸易受阻和对俄制裁升级将加剧欧洲海运紧张状态ꎬ推升海

运费用ꎮ 黑海是欧洲重要的运输大动脉ꎬ是俄罗斯、乌克兰以及部分东欧国

家开展大宗商品和工业品贸易的重要通道ꎮ 随着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ꎬ乌克

兰最大港口城市敖德萨的港口已经被关闭ꎬ马士基、达飞和长荣等拥有固定

黑海航线的大型海运公司纷纷宣布停运或改道ꎬ乌向中国出口铁矿石、谷物

等大宗商品的运输通道受到严重影响ꎬ迫使企业寻找新的运输替代方案ꎬ国
际航运公司也不得不调整船期ꎬ使饱受疫情影响的欧洲海上运力更显不足ꎬ
运费持续攀升ꎬ中欧贸易面临更高的运输成本和更长的货运时间ꎮ 俄罗斯是

国际海运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ꎬ俄罗斯拥有的船舶总数约为 ３ ０００ 艘ꎬ共计

１ ８１０万载重吨ꎬ占全球总吨位的 １ ２％ ꎬ其中超过一半的吨位是石油和天然

气油轮ꎬ占全球油轮的 ２ ４％ ꎬ占液化天然气船队的 ２ １％ ①ꎮ 但随着西方国

家对俄罗斯制裁措施的不断升级ꎬ部分俄罗斯航运企业会面临制裁风险ꎬ一
些国际海运公司的航线已开始尽量避开俄罗斯港口ꎬ这将进一步加剧欧洲海

运资源的紧张状态ꎬ对中俄贸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ꎮ
第二ꎬ俄罗斯和美西方禁止对方飞机飞越本国领空ꎬ将大幅提升欧亚之

间的航空运输成本ꎮ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北部ꎬ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ꎬ
经过俄罗斯领空能大大缩短亚欧之间的航程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ꎬ欧盟和

美国先后禁止俄罗斯航空器进入自己的领空ꎬ俄也实施了对等反制措施ꎬ使
得相关国家的航空公司不得不重新规划路线ꎬ以避开俄领空ꎮ 这不仅大大增

加了飞行里程ꎬ也使得运输成本大幅提升ꎮ 中国与欧洲和北美国家之间航班

较为密集ꎬ其中欧美航空公司执飞的航班占比不低ꎬ如果这些航班被迫执行

迂回的航线ꎬ将大大增加中欧和中美人员往来与航空货运的成本ꎮ
第三ꎬ中欧班列目前尚未受到较大冲击ꎬ但过境铁路运输面临不确定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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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中欧班列在促进中欧贸易方面的积极作用日益凸显ꎮ 目前ꎬ中欧班

列已开通 ７８ 条运行线ꎬ通达欧洲 ２３ 个国家的 １８０ 个城市ꎬ２０２１ 年中欧班列

共开行 １ ５１８ ３ 万列ꎬ运送 １４６ ４ 万标准箱①ꎮ 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是中欧铁

路大动脉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虽然目前欧盟国家并未关闭与俄罗斯之间的铁路通

道ꎬ过境俄罗斯的铁路运输也没有受到明确的限制ꎬ但俄罗斯国家铁路公司已

被欧盟和美国纳入金融制裁名单ꎬ如果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不断升级ꎬ
不排除未来欧盟切断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的铁路运输ꎬ这将对中欧之间的

货物运输产生较大冲击ꎮ 联合国贸发会议也认为ꎬ目前从中国通向欧洲的铁路

物流规模较大ꎬ如果乌克兰危机导致铁路集装箱运输受阻ꎬ铁路货运量将被迫

转向亚欧之间的海运ꎬ将使已经拥挤不堪的海上贸易需求量再增加 ５％ ~８％ꎬ
从而增加物流成本②ꎮ

２ 对中国海外能源资源供给的影响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中国能源、粮食和金属矿产等大宗商品的重要进口

国ꎮ 为保障能源供给的多元化和安全稳定ꎬ中国一直以来致力于加强与俄罗

斯的能源合作ꎮ 中俄之间已经建成多条原油和天然气运输管道ꎬ为中俄油气

贸易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ꎮ 中国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单一买家ꎬ２０２１ 年进口

量平均为每天 １６０ 万桶ꎬ俄罗斯出口石油中有 ２０％ 流向中国③ꎮ ２００５ 年以

来ꎬ俄罗斯对中国石油供应总量为 ４ ４２ 亿吨ꎬ俄罗斯每年可满足中国石油总

需求量的 ７％ ꎮ 俄罗斯已成为中国第二大石油进口来源国、第二大煤炭进口

来源国和第一大电力进口来源国④ꎮ 由于中俄两国关系良好ꎬ乌克兰危机爆

发以来ꎬ俄罗斯按合同向中国提供石油和天然气并未受到太大影响ꎮ 但随着美

西方对俄制裁不断升级ꎬ中俄扩大能源合作面临不确定性ꎮ 美西方最初并没有

对俄能源行业进行直接制裁ꎬ因为欧洲对俄油气依赖程度较高ꎬ并且欧洲在

２０２１ 年刚经历了能源危机ꎬ天然气储存量处于历史低位ꎬ制裁俄能源行业势必

反噬欧洲ꎬ加剧欧洲能源供求矛盾ꎮ 但随着美欧能源安全协定的签署ꎬ美国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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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向欧洲增加液化天然气供给以填补俄罗斯退出所造成的能源供给缺口ꎬ欧洲

国家对制裁俄罗斯能源行业的态度也在改变ꎮ 欧盟第五轮制裁方案已经开始

涉及能源领域ꎮ 由于匈牙利等国的反对ꎬ第六轮制裁方案目前尚未达成一致ꎮ
随着美国逐渐增加对欧洲的能源供给以及欧盟积极推进能源供给来源多元化

战略ꎬ美西方对制裁俄罗斯能源行业的顾忌将会减少ꎬ可能会对俄能源行业实

施制裁ꎬ甚至有可能对与俄开展商业活动的第三国企业实施二级制裁ꎬ这将使

其他国家在扩大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时面临新的风险隐患ꎮ
乌克兰危机使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短期内出现大幅波动ꎬ对积极拓展海外

资源业务的中国企业也造成了不利影响ꎬ这在金属市场表现得尤为明显ꎮ 镍

是一种稀有金属ꎬ是生产不锈钢和电动汽车三元锂电池不可或缺的主要投入

品ꎮ 镍矿的全球分布很不均衡ꎬ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俄罗斯和

菲律宾等少数国家ꎮ 中国镍矿储量较少ꎬ镍资源高度依赖进口ꎮ 随着各国镍

需求快速增长ꎬ全球库存迅速减少ꎬ镍供求矛盾日益突出ꎮ 俄罗斯是镍生产

及出口大国ꎬ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镍矿产出占全球的 ９ ３％ ꎬ镍产量占全球精炼镍产

量的比重超过 ２３％ꎮ 乌克兰危机加剧了国际市场对镍供给短缺的担忧ꎬ给国际

资本拉升镍价创造了机会ꎮ 目前ꎬ尽管俄镍暂未被列入制裁名单ꎬ但由于镍产

品的出口运输通道严重受阻ꎬ国际市场担心制裁升级可能会导致俄镍供应中

断ꎬ从而加剧全球镍的供求矛盾ꎮ 国际投机者趁机囤积货源、扩大库存ꎬ并在市

场上大量买入多单以推升价格ꎬ导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初伦敦金属交易所(ＬＭＥ)的
镍价出现了罕见的暴涨ꎮ 仅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７ 日和 ８ 日两天ꎬ镍价最高涨幅接近

２５０％ꎬ盘中一度突破每吨 １０ 万美元ꎬ创历史新高ꎮ 作为全球最大的不锈钢生

产企业和重要的镍生产商ꎬ中国企业青山控股集团为规避产品价格波动的风

险ꎬ在伦敦金属交易所开展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套期保值操作ꎬ这种风险管理

措施本身是合理的商业行为ꎬ但由于镍价突然大涨ꎬ青山控股集团未能及时进

行平仓或移仓ꎬ一度陷入面临巨额亏损的困境ꎮ 虽然经过多方协调ꎬ伦镍逼空

风波最终得以化解ꎬ但此事也折射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资源型企业开展

海外业务的冲击ꎮ
３ 对国内高端制造领域的影响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芯片价值链中并不处于高端位置ꎬ但它们是部分

重要半导体耗材的主要生产国ꎮ 氖、氪和氙是芯片生产中半导体光刻所必需

的电子特气原料ꎬ乌克兰提供了全球超过 ７０％的氖气、４０％的氪气和 ３０％的

氙气ꎬ在美国半导体级别氖气中的占比超过了 ９０％ ꎮ 钯是内存和传感器芯片

制造必不可少的原料ꎬ全球市场 ３０％的钯来自俄罗斯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以来ꎬ国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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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市场上氖气和钯的价格已经大幅上涨ꎬ未来事态升级可能导致这些关键惰

性气体和稀有金属供应中断ꎬ从而进一步推升半导体晶圆价格ꎬ使全球芯片

供给短缺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观ꎮ 由于中国在芯片领域对外依存度较高ꎬ国
际市场产量和价格波动会加剧国内的芯片供求矛盾ꎮ

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国ꎬ镍、钯、锑和钴等稀有金属产量也位

居世界前列ꎮ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加速ꎬ这些金属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ꎮ 钯是汽车催化转换器中不可或缺的原料ꎬ镍是构成电动汽车动力

电池的关键要素ꎮ 如果乌克兰危机持续ꎬ俄有色金属行业有可能成为美西方制

裁的领域ꎬ２０１８ 年美国对俄罗斯铝业公司的制裁即为前车之鉴ꎮ 一旦美西方对

俄罗斯有色金属行业实施制裁ꎬ将导致部分关键金属供给短缺和国际市场价格

暴涨ꎮ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ꎬ新能源汽车生

产所必需的镍、钴等金属高度依赖进口ꎬ关键金属的市场波动将推升国内汽车

生产成本ꎬ延缓行业产能扩张步伐ꎮ
４ 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

国际能源、粮食和矿产资源价格大幅上涨将推动中国能源资源的进口成

本明显上升ꎮ 乌克兰危机导致国际油气价格剧烈波动ꎬ并使得全球天然气供

给出现区域性失衡ꎬ未来油气价格还可能在高位持续一段时间ꎮ 俄罗斯和乌

克兰是小麦、玉米和葵花籽油等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ꎬ也是中国重

要的农产品进口国ꎮ 乌克兰危机已经导致黑海海域的干散货运输几乎停滞ꎬ
粮食运输严重受阻ꎬ如果危机在短期内不能结束ꎬ并且美西方国家对俄制裁

进一步升级ꎬ将影响俄乌两国农产品的春季生产ꎬ这不仅会进一步加剧国际

粮食供求矛盾ꎬ推高国际粮食价格ꎬ也会使国际粮价通过进口农产品价格的

传导机制对国内的养殖业和食品加工业产生不利影响ꎮ
国际能源资源价格大幅上涨会显著加大中国的进口成本ꎬ使生产者价格

指数持续维持高位ꎬ并可能使价格上涨压力沿产业链向中下游行业传导ꎬ从
而推升社会物价总水平ꎮ 由于中下游制造企业的产品主要依靠国内消费和

出口ꎬ激烈的市场竞争限制了产品的涨价空间ꎬ迫使企业通过内部挖潜降费

尽可能地降低上游能源资源品涨价对生产成本的影响ꎮ 由此ꎬ最终消费品价

格指数的上涨幅度可能远不及生产者价格指数的涨幅ꎬ但中下游企业也会付

出盈利空间收窄的代价ꎮ

结　 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调整和大变革时期ꎮ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ꎬ世界经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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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在寻找调整和变革的方向ꎮ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能源、粮食和金属等大

宗商品的重要供给者ꎬ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重要位置ꎮ 乌克兰危机降低了两

国的大宗商品生产能力ꎬ损毁了部分交通基础设施ꎬ导致国际市场上石油和

天然气价格迅速攀升ꎬ粮食价格持续走高ꎬ金属市场价格也出现了大幅波动ꎮ
飙升的大宗商品价格通过全球供应链传导ꎬ有可能推动更多商品价格上升ꎮ
地缘政治变局导致的大宗商品供给不足和价格上涨ꎬ不仅会加剧发达经济体

对通货膨胀的担忧ꎬ也会使部分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粮食短缺、资本外流和增

长停滞的困境ꎬ使得疫情后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晦暗不明ꎮ
欧亚地缘政治变化对全球生产体系和世界经济格局也将产生长期影响ꎮ

面对乌克兰危机对全球供应链的严重冲击ꎬ更多的国家和企业会重新审视并

调整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空间布局ꎮ 美西方不断升级对俄制裁措施并使之长

期化ꎬ可能增大现行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分裂的风险ꎮ 而欧盟寻求能源

供给“去俄化”的措施ꎬ也会导致全球能源供求格局的重组ꎮ 乌克兰危机不仅

会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增长产生明显冲击ꎬ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经济和

贸易体系与经济治理结构的调整方向ꎮ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ꎬ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ꎮ 近年来ꎬ中

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经贸合作发展很快ꎬ能源、粮食和金属等大宗商

品领域成为重点合作领域ꎮ 由于中俄和中乌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规模在中国

对外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不高ꎬ因此ꎬ乌克兰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

大ꎮ 但危机导致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ꎬ使中国在世界经

济中面对的挑战也更为严峻ꎮ
为了更好地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挑战ꎬ中国应加强与主要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沟通ꎬ确保海外贸易通道的安全ꎮ 应进一步完善能源资

源和粮食的安全保障体系ꎬ通过拓展替代进口渠道扩大对外投资合作ꎬ保障

海外能源资源的稳定供给ꎮ 要鼓励和引导企业针对国内产业链的短板开展

投资ꎬ实现“强链”和“补链”ꎬ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的空间布局ꎬ增强国内产业

链、供应链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ꎮ 积极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ꎬ在尊重国际商

业规则的基础上ꎬ由中国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ꎬ努力实

现三方共赢ꎮ 在继续巩固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同时ꎬ加快构建能够更好统筹

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经济发展新格局ꎬ使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

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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