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2日，游客在斯里兰
卡科伦坡港口城的海滨长廊自
拍。

自今年1月10日正式对公
众开放以来，斯里兰卡科伦坡
港口城游艇码头区已经成为当
地火爆的景点和“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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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债务陷
阱”的“美国因素”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债务近年
大幅增长，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债
务风险受到关注，美国借机炒作所谓

“债务陷阱”问题，抹黑发展中国家互
利合作。形成债务关系本身是正常的
经济行为，只有附加苛刻政治条件或
带有恶意目的的债务才存在“陷阱”，
炒作“债务陷阱”无非是将经济问题泛
化、政治化。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可能
陷入“债务陷阱”，那么纵观半个世纪
国际债务问题，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
缺乏监管的借贷金融创新、华尔街恶
意做空等，才是数次债务危机“爆雷”、
发展中国家落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世界银行2019年底发布研究报
告说，自1970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国家共出现四次债务累积浪潮。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爆发债务危
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上世纪90
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本世纪前十
年中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第四次债务
累积浪潮始于2010年并持续至今。
报告认为，第四次债务累积浪潮中，新
兴经济体处境比2009年脆弱得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和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全球经济监
控部门主任哈米德·拉希德2020年7
月联合撰写的报告指出，2008年国际
金融危机后的量化宽松政策向发展中
国家出口了债务泡沫。从约半个世纪
前金融市场自由化以来，债务危机就在
全球金融体系中经常出现，让相关国
家、地区甚至全球经济付出巨大代价。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周玉
渊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
201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增长
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私人金融部门贷
款快速增长，包括债券市场和商业银
行贷款，增速和规模远超多边金融机
构和中国金融机构。根据世界银行国
际债务统计估算，2020年拉美成为全
球负债率最高的地区，其外债主要来
自国际金融市场，华尔街和美欧商业
银行是主要金主。在非洲，来自私人
金融部门的外债比重快速上升，已成
为该地区最大的外债来源。

肯尼亚国际关系问题学者卡文
斯·阿德希尔表示，非洲债务问题有其
历史原因，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在
非洲国家债务中占比高达80%。在肯
尼亚，大部分外债以美元形式持有。

阿根廷饱受债务困扰，至今仍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大债务国
之一。阿根廷社会学家马塞洛·罗德
里格斯认为，这正反映了美国在拉美
实行的干预主义。在阿根廷与一系列
债权人的有关谈判进程中，美国一直
是真正主角，其目的是加强对地区国
家的干预和控制，维持在跨国金融资
本领域的霸权。在债务形成、金融投
机、资本外逃、债务谈判等过程中，债
务国民众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国家主
权不断丧失。

■冲击发展中国家债务
稳定的“美元因素”

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美元供
应及其利率变化是全球债务的重要影
响因素，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
家债务产生显著影响。上世纪80年
代，美联储为应对滞胀连续加息，导致
国际借贷成本骤增，引爆拉美国家债
务危机。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
究中心主任汤之敏表示，21世纪初，
得益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恢复及国际社
会减债努力，发展中国家债务状况得
以改善。然而，受2007年美国次贷危
机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债
务规模明显扩大。美联储为挽救本国
经济实行量化宽松，带动全球流动性
大增，成为近年发展中国家债务增长
的货币源头。

当前，美国经济从疫情中逐步复
苏，为应对高通胀压力，美联储多次释
放可能提前加息并启动资产负债表缩
减进程的信号。IMF警告，这可能造
成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令
全球金融环境收紧。

国际金融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
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将从四个方面冲击
发展中国家债务：首先，将引发美元升
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存量债务偿债
成本上升；第二，将带动全球融资成本
上涨，导致借债成本上升；第三，将导
致流向发展中国家资金减少，加剧其

借债来源短缺；第四，以美元计价的大
宗商品价格可能下跌，导致依靠资源
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减少，偿债基
础遭到破坏。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蒙
德·拉赫曼表示，美联储加息预期已导
致流入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减少，如
果加息步伐快于预期，国际资本将加
速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债务水平较
高的新兴经济体面临严峻挑战。

■影响发展中国家偿债
能力的“美资因素”

偿债能力来源于经济可持续增
长。但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
体系中，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公平的
发展权益，还要被强大的美国资本多
轮“收割”，导致经济“造血能力”不足，
偿债能力受到制约。

美国的国际财团掌控农矿产品市
场定价权，直接影响依赖此类贸易的
发展中国家国际收入。汤之敏认为，
发展中国家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
国家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贸易条件
经常恶化，还本付息能力不足；缺乏
资本、基础设施和高附加值的制造
业，使得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长
期处于不利地位，从根本上影响偿债
能力。

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国际市场兴风
作浪、攫取利润、制造危机，遏制新兴
国家发展势头。菲律宾金砖国家政策
研究会研究员、政治学教授安娜·马林
博格-乌伊认为，华尔街金融机构和投
机者恶意做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主权
货币，引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
少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债务负担加剧。

美国资本抄底新兴市场国家优质
资产，削弱其经济发展基础。在亚洲
金融危机中，韩国为拯救经济，被迫允
许外资进入命脉企业，不少民族品牌
背后是美资身影。在拉美，罗德里格
斯认为，阿根廷对跨国资本并购未能
适当控制，美国主导的资本力量成为
最大获益者。

■“债务陷阱”背后的
“美国意图”

长期以来，世界对美国多次制造

“债务陷阱”的真实意图有着越来越清
晰深刻的认识。

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频繁危机
后，拉美经济愈加被动适应美国政策
调整和经济周期潮汐变化，受制于外
债掣肘和市场开放压力，被迫服从美
国经济和金融体制之需。在此过程
中，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政策具有显著
的“门罗主义”色彩。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格局发生
剧变后，美国加速调整全球战略。
2001年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教授奥村
皓一撰文说，1992年以后，美国对外
投资额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通过
开发金融和资本市场，美国向发展中
国家渗透西方金融管理方式。在拉
美，摩根银行积极为巴西、墨西哥、委
内瑞拉、阿根廷、智利的电信和石油等
国营企业的民营化和大型项目提供贷
款。巴西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企业利用当地政府和企业陷入债
务困境、本币大幅贬值，以低廉的价格
收购这些国家的优质企业或企业股
份。

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华尔街
日报》2001年曾对经济和商业界人士
提出“美国能否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
的问题。时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的杰弗里·加滕直白地表示，美国大公
司应当在亚洲坚持到底，利用前所未
有的机会在那些一直不准外国大量投
资的行业便宜地购买资产。几年之
后，亚洲市场无疑会强劲回升。而事
实也正是如此，且类似戏码反复重演。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日
本经济新闻》2013年刊文《要防备世
界经济的潮流变化》表示，美国是市场
波动的震源地，震荡过后，美国经济回
升，在危机时期起到托底作用的新兴
国家却蒙上阴影。

长期以来，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
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支持以摆脱
落后局面。合理的债务关系、良性的
贷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支持，
对全球经济增长和缩小发展差距起到
了积极作用。然而，美国通过经济实
力、资本实力、美元霸权主导国际融资
环境、攫取资源和利益，使发展中国家
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后者落
入发展陷阱的重要推手。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新华社德黑兰1月23日电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
社23日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德·塔赫特-拉万
希22日宣布，伊朗已恢复此前因未缴纳联合国会费而失
去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权。

据报道，此次伊朗缴纳的联合国会费约1800万美元，
是韩国用冻结在该国的伊朗资金代为缴纳。塔赫特-拉
万希此前表示，由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伊朗连续
第二年难以正常支付联合国会费。美国对伊朗施加的限
制不仅阻碍了伊朗获得药品和医疗设备等人道主义物资，
也阻碍了联合国的工作。

因美国制裁伊朗，韩国两家银行自2019年9月起冻
结共计约70亿美元伊朗资金。这些资金是伊朗向韩国出
口石油所得，伊方多次呼吁韩方解除冻结。

另据报道，韩国企划财政部23日发表声明说，通过与
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联合国秘书处等机构的
积极合作，韩方已于21日用韩国冻结的伊朗资金缴纳了
伊朗的联合国会费1800万美元。

声明说，本月13日，因担心拖欠联合国会费导致丧失
联合国大会投票权，伊朗政府向韩国政府紧急提出使用冻
结资金缴纳联合国会费的请求。

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库比亚克12日说，伊朗等8
个联合国会员国因未缴纳联合国会费而失去在联合国大
会的投票权。

根据《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如果会员国拖欠的会费
额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的会费，它们就会失去在联
大的投票权，除非可以证明这种拖欠会费情况是由不可控
因素造成的。被取消投票权的8个国家只要支付规定的
最低金额，其投票权便可恢复。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22日说，美国援助乌克兰政府
的一批约90吨军火运抵乌克兰。

英国政府近日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反坦克武器。
德国国防部长22日表示，德方当前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
器，但将以其他形式支持乌方，包括提供一个野战医院。

美国供军火

美驻乌使馆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首批由美国总
统约瑟夫·拜登不久前下令向乌方提供的援助21日晚间
运抵乌克兰，包括大约90吨“可致命的”军事援助，其中有
给乌克兰前线军人的弹药。

美国政府去年12月决定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亿美元
的军火。美国务院官员当时称，这批军援为“防御性”。

此次运抵的是首批军援，由一架美方货运飞机运至乌
克兰首都基辅。

美使馆称，这批援助和美国2014年以来向乌克兰所
提供总价值27亿美元的军援，表明“美国决心帮助乌克兰
在俄罗斯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加强防御”。

俄罗斯政府一向要求美国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火。
去年底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向两国接壤的边境

地区增派重兵。美国等西方国家称，俄方可能“入侵”乌克
兰。对此，俄罗斯政府说，俄方有权在自身境内调动部队，
无意攻击他国，而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俄方威胁为
幌子在俄西部周边国家部署武器系统。

俄美高级别外交官近期频频会晤。俄方在会谈中强
调美国必须以协议形式保证北约不再进一步东扩，美国
则要求俄方从俄乌边境撤军，双方未就解决分歧取得突
破。

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17日说，英方决定向乌克兰
提供一批“轻型防御性反装甲武器系统”，一小批英方人员
将赴乌克兰提供相关培训。

俄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20日说，美国和英
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印证了俄方担忧，即西方国家正以

“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的谣言掩盖他们自身为“军事挑
衅行动”所作准备。

德国送医院

就俄乌边境局势，德国国防部长克里斯蒂娜·兰布雷
希特在22日刊发的德国《世界报》专访中说，德方支持乌
方，将于2月向乌方“移交一个完整的野战医院”，连同提
供必要培训；此外，德国军方医院多年来一直收治乌军重
伤员。

她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缓和局势。当前（德方如
果向乌方）提供武器将不会有助于此，这是德国政府内部
共识。”

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先前表示，德方不
会批评他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行为。

就俄罗斯反对北约吸纳乌克兰为成员的立场，兰布雷
希特说：“俄方没有对北约成员资格的否决权……在俄罗
斯不触碰这条红线的情况下，西方愿意与俄方谈，并考虑
俄方关切。”

回答有关“北溪-2”天然气管道的问题时，兰布雷希
特称，如果“俄罗斯在欧洲腹地挑起战争”，经济合作将不
复存在。

“北溪-2”是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又一条管
道，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通到德国，由俄德等国企业合
建。这一项目2018年开工，2021年9月建成，运营资质
尚未通过德国政府审批。

美国政府一直反对并阻挠“北溪-2”项目。俄罗斯驻
美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去年11月说，美国先前试图阻
止“北溪-2”项目建设，未能得逞，“现在试图拖延管道的
审批启用”。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新西兰

政府23日宣布，该国已出现变异新冠
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社区传播。荷兰、
阿尔及利亚近日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数创本国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新高。

新西兰政府23日通报多例奥密
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这是该国政府首
次承认出现奥密克戎毒株社区传播，
此前报告的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均与境
外输入有关。新西兰政府宣布，全国
自23日23时59分起启动“交通灯”防
疫系统的最高级别，即“红区”防疫计

划。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23日

说，即使出现奥密克戎毒株大规模社
区传播，新西兰也不会再回到“封城”
防疫模式，而是采用“交通灯”防疫系
统。在防疫级别最高的“红区”，疫苗
通行证检查、公共场所戴口罩、保持社
交距离等相关要求更加严格，不过完
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人正常生活基
本不受影响。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
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24小时内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7549例，创疫情
以来单日新增最高纪录。由于奥密克
戎毒株迅速传播，荷兰最近7天日均
新增确诊病例39679例，较上一个7
天的日均新增确诊数高出27%。

阿尔及利亚卫生部22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该国24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2211例，创疫情以来新高。受奥密
克戎毒株影响，阿尔及利亚疫情近日迅
速恶化。阿总统特本19日主持特别会
议，决定暂停中小学线下教学活动10
天，并要求在必要时强化入境限制。

萨摩亚总理菲娅梅·内奥米·马塔
阿法22日宣布，由于近日从澳大利亚
飞往萨摩亚的一架包机上的乘客中有
不少人确诊感染新冠，萨摩亚定于当
地时间22日18时起，实行为期48小
时的全国“封锁”。

马塔阿法说，在“封锁”期间，萨摩
亚政府提供必要服务的部门仍将继续
工作，但除一些授权的特殊车辆外，其
他公共交通运输必须全部停止。与此
同时，学校必须停课，餐馆及教堂等也
要关闭。

美国才是“债务陷阱”制造者 伊朗宣布
恢复联合国大会投票权

美国90吨军援运抵乌克兰
德国不送武器送医院

新西兰现奥密克戎社区传播
荷兰等国日增确诊病例创新高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美国政客针对他国频繁炒作所谓“债务陷阱”问题，试图借用这一概念干扰破坏发展中国
家投资合作。其逻辑是，越多投资意味着越多债务，债务难偿就会落入“陷阱”，最终导致资产损失、发展受限。

如果说存在所谓“债务陷阱”，那么美国才是这种“债务陷阱”的制造者。美国是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
者，发展中国家屡次爆发债务危机都与“美国因素”密不可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转向，明显冲击发
展中国家债务稳定；美国制造“债务陷阱”的目的就是让美国资本轮番“收割”发展中国家优质资产，严重破坏发
展中国家偿债能力，削弱其发展基础，阻断其经济跨越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