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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9日下午，在土耳其南部地震重灾区哈塔伊省安塔基亚市，救
援“黄金72小时”已过，但救援人员仍在与时间赛跑。

在倒塌的楼房废墟旁，人们焦急地等待，渴望奇迹的发生。当一名女
性幸存者被中国救援队和土耳其救援队用担架抬出时，人们纷纷拿出手机
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这片废墟原本是一座约7层高的楼房。搜救队员早先在挖开的废墟一侧
发现一名女性幸存者。当这名女性位置被确定后，几名搜救队员大声宣布
这一消息，并告知她还能与搜救队员对话，这让大家十分兴奋。

记者在现场看到，获救者十分年轻，身上盖着搜救队员提供的毛毯，
搜救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她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治疗。

搜救队员说，这名女性地震后受困于中高楼层，楼层在垮塌时发生一
定程度的转向，最终向一侧彻底垮塌。这片废墟原本不是中国救援队的搜
救点，土耳其救援队在搜救时向中国救援队求助。当天凌晨，这支土耳其
救援队曾与中国救援队共同救出一名孕妇，也许是在搜救行动中产生了默
契和信任，他们再次寻求与中国救援队合作。

中国救援队副队长赵洋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此次搜救中，中国救援队
向土耳其救援队提供了整体搜救方案以及安全风险评估。中方发挥自身专
业优势，在搜救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双方的沟通也十分顺畅。由于被困
人员在楼层的中高层，中方采取从上到下、从侧面向内逐层排查的方案来
寻找幸存者。

在救出这名女性后，中国救援队赶往下一片废墟进行搜救。这是一幢
不高的住宅，并未完全垮塌，幸存者也是一名女性，被困在地下室里。

中国救援队进入现场后迅速进行评估与排查，并与土方确认搜救方

案。最终，经过不懈努力，幸存者被搜救队员用担架从地下室抬出。此
时，夜幕已降临，医生给她盖上特制的金色保暖薄膜，大家打着灯光排成
两行。在众人簇拥下，她被送进救护车。也许是因为激动，记者听到她发
出微弱的哭泣声。

对于这些女性能够在救援“黄金72小时”后成功获救，赵洋认为，她
们本身有很强的韧性与耐力，周围也有足够的空间，搜救时来自外界的呼
喊声也是促使她们成功存活的因素。

在搜救过程中，不少民众来到现场，期待搜救能够成功。在这场大地
震灾害中，不知有多少人在废墟下等待救援，而中国救援队等各方救援力
量给当地人带来了希望。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腾飞、李振北、王峰）

美国高官日前连续访问非洲多国，其
间继续将非洲国家债务负担与中国挂钩。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美方炒作的中国对非

“债务陷阱”等陈词滥调早已广受质疑，被
美方刻意歪曲的事实与真相，恰恰证明西
方国家在非洲债务问题上颠倒黑白。

真相一：

谁是非洲债务主要持有者

来自国际机构和专业研究领域的多项
报告显示，非洲国家外债来源主要是西方
私人债权人持有的债券。

世界银行去年数据显示，在 49 个有数
据可查的非洲国家共计 6960 亿美元外债
中，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所持债务
占比近3/4，是非洲债务大头。

英国非政府组织“债务正义”去年7月
发布的报告显示，非洲国家35%的外债来自
西方私人贷款机构，其总额几乎是中国对
非贷款的3倍。

“西方领导人将非洲债务问题归咎于中
国，是在转移注意力。事实上，他们国家
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石油交易商负有
更大责任，但七国集团却视而不见。”该组
织政策部门负责人蒂姆·琼斯指出，西方私
人贷款机构并未参与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
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 （G20 缓债倡议）。根
据非洲国家目前的债务结构，如果没有西
方私人贷款机构参与，就不可能拿出非洲
债务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

法国 《世界报》 日前报道，瑞士大宗
商品贸易商嘉能可持有乍得约1/3外债；美
国财政部长耶伦在赞比亚炒作中国对非

“债务陷阱”，而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才是该国主要债权方。

持有赞比亚大部分外债的同样是多边
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根据该国政府公
布的数据，多边金融机构拥有该国24%的外
债，商业债权人占46%，后者主要来自西方
国家。

“长期以来，西方贷款人没有成为债务
减免的焦点，因为他们成功地欺骗了世
界，让人们以为是中国贷款人对非洲构成
了威胁。”乌干达愿景集团记者穆巴拉克·
穆加博说。

真相二：

非洲债务问题原因何在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非洲债务问题有
疫情、地缘冲突、机构过度借贷等多方面
成因。美联储去年持续激进加息，更给非
洲债务问题火上浇油。因此，将债务问题
归咎于中国，是在混淆视听、推卸责任。

非洲开发银行今年1月发布的非洲经济
展望报告指出，持续的通货膨胀、全球财
政长期紧缩、高昂的资本成本、本国货币
贬值以及资金流入减少等因素，都可能增
加一些非洲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

这份报告特别强调，美联储去年多次
加息与美元汇率不断走强，大大增加了非
洲国家的偿债负担，如加纳货币塞地 2022
年对美元贬值了33%。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
家的债务主要以美元等外币偿付，美国不
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显然使这些国家的债务
问题升级。

相比之下，中国一直积极参与 G20 缓
债倡议，同 19 个非洲国家签署缓债协议或
达成缓债共识，是 G20 成员中落实缓债金
额最大的国家。中方还积极参与 G20 共同
框架对乍得、埃塞俄比亚、赞比亚的个案
债务处理。

“他们把中国描绘成掠夺性的贷款人，
这种指责没有事实依据。”埃塞俄比亚亚的
斯亚贝巴大学教授科斯坦蒂诺斯直言。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奥努纳伊
朱认为，称中国制造“债务陷阱”是一种

“政治污蔑”，被用来转移注意力，以免除
西方理应承担的所有责任。“我们希望更多
人关注到非洲债务更多来自西方国家机构
和民间金融机构。”

真相三：

谁对非洲发展贡献更多

美国官员到访非洲时，或许没有意识
到，他们可能正身处一个由中国企业建造
的机场，他们的车队可能行驶在由中国企
业建造的道路或桥梁上……在非洲国家，
几乎随处可见中国企业建造的现代化基础
设施。

业内人士表示，如果外部债务有助于
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并能够得到有效管理，
可以被称为良性债务。因此，债务增长只是
问题的一个方面，关键在于如何帮助非洲国
家实现可持续、自主和有质量的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以来，中国企业为非洲新建和升级铁路超
过 1 万公里、公路近 10 万公里、桥梁近千
座、港口近百个，还有大量医院和学校，
累计创造超过 450 万个就业岗位。2021 年，
中国同非洲地区贸易总额突破2500亿美元。
而根据美国官方统计数据，2021年美国对非
货物出口总额为 267 亿美元，从非货物进口
总额为376亿美元，较2011年均显著下降。

去年6月，南非黑尔堡大学一项研究定
量分析了中国贷款对 15 个非洲国家发展的
影响，认为中国帮助非洲发展基础设施的
努力切实促进了非洲经济增长，中国一直
是帮助非洲发展的重要力量。

肯尼亚智库“跨地区经济网络”去年
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对非合作
在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决策及工程项目按
期完工等方面获得非洲人士高度认可。数
据和事实证明，中国凭借高质高效的实际
行动，为非洲发展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非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值得
信赖的伙伴，（非洲国家） 对中非合作满怀
信心。”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主任伊扎特·
萨阿德由衷感慨道。

（据新华社电 参与记者：刘佑民、杨
骏、朱绍斌、周楚昀）

非洲债务问题的三大真相

手握对俄石油制裁“底牌”

欧盟委员会2月4日发布声明称，对俄石油产
品限价机制涵盖俄罗斯出口的所有石油产品，对
于汽油、柴油、煤油等较贵产品设定每桶100美元
的价格上限，对较便宜的石油产品如燃料油、石
脑油等设定每桶 45美元的价格上限。如果俄罗斯
向第三方国家出售石油产品的价格高于上限水
平，采取限价措施的国家将不再提供贸易、保
险、金融和运输等方面服务。欧盟凭借其在全球
海上运输保险服务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握有对
俄罗斯石油限价的最大“底牌”。

此前，欧盟已发起两轮对俄石油制裁。2022
年 6 月，欧盟宣布禁止通过海运进口俄原油和石
油产品，但暂不制裁经管道输送至欧洲的俄罗斯
原 油 和 石 油 产 品 ，禁令于今年 2 月 5 日生效；
2022 年 12 月，欧盟、G7 及澳大利亚对俄出口原
油设置每桶 60 美元的价格上限。欧盟近日表示，
将对价格上限进行持续监测，并在未来进行酌情
调整。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称，欧盟、G7和澳大利亚
对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达成的协议，“将在我们全
球联盟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削弱俄罗斯推进乌
克兰危机的能力”。

针对欧盟制裁措施，俄罗斯此前宣布，自2月
1日起，正式禁止向在合同中直接或间接使用设置
价格上限机制的法人实体和个人供应石油，这一
法令将持续至7月1日。俄能源部表示，俄方拒绝
与以任何形式执行西方限价措施的贸易商合作，
西方国家对市场机制的非法干预扰乱世界能源供
应，有关国家应共同努力加以修正。

“欧盟对俄制裁的核心目的就是通过限制油
价，压缩俄石油出口的利润空间，降低俄财政收
入，削弱俄经济实力，迫使俄早日终止俄乌冲
突。”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认为
其面临时代转折，安全成为主要挑战。为此，欧
盟宁愿承受经济受损的代价。

制裁“双刃剑”伤人也伤己

俄罗斯国家能源安全基金会首席分析师伊戈
尔·尤什科夫近日表示，西方国家将遭到限价措施
反噬，“人们不应认为制裁只会单方面起作用，制
裁始终是一把双刃剑”。

数据显示，欧盟国家进口俄柴油数量在 2022
年达到了 2.2 亿桶，占总进口份额的一半。今年
初，欧洲国家对俄柴油的采购量已经达到了每天
60 万桶，创下新高。为“斩断”对俄石油的长期依
赖，欧盟正经受“切肤之痛”。

丁纯分析，石油是重要大宗商品，也是化工行
业的主要原材料，事关相关产业的正常运行。能源
价格是推动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油价高企势必推
高欧盟通胀水平，影响相关制造业企业的运营，对
欧盟能源转型、工业生产、社会民生带来一定冲击。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欧盟为寻找俄罗斯能源
的替代品，转向其他国家谋求多元化能源进口，
提高了中东、非洲、美国等石油出口国和土耳其
等能源管道过路国的要价能力和话语权，实际增
加了欧盟能源支出和负担，致使欧盟能源对外依
附性不减反增。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禁令实施前，欧盟已经从
美国、中东和印度进口柴油，以取代原本来自俄罗
斯的能源供应。英国《经济学人》报道称，制裁者已
经帮助俄罗斯找到了规避石油禁运的方法，“禁运
的一个主要影响是俄罗斯柴油将不再直接到达欧
盟。印度或沙特等国家从俄罗斯购买廉价石油，在
他们的炼油厂进行加工，最后将柴油卖给欧洲”。

“长远来看，为缓解能源危机，欧盟必须推进
能 源 转 型 ， 但 能 源 转 型 需 要 大 量 政 府 财 政 投
入。”王义桅认为，目前，欧盟面临通胀高企、欧
元贬值、供应链紊乱、罢工潮迭起等多种问题。
欧盟内部在新能源运用方面步调并不一致，难以
通过碳税等统一财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欧盟在
能源转型方面的整体行动能力受限，转型能否顺
利推进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性加剧

“欧洲能源危机远未结束，欧洲真正的凛冬将
在2023年冬季到来。”意大利欧洲问题研究中心高
级能源经济分析师德莫斯特内斯·弗洛罗斯的预测
并非耸人听闻。

欧盟面临的能源困局直接迟滞了经济复苏的
步伐。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
示，欧元区1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8.5%，仍远高
于欧洲央行设定的 2%通胀目标。目前，许多欧盟
成员国经济仍处于接近零增长的停滞状态，未能
彻底摆脱衰退风险。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
2022年四季度 GDP环比下降 0.2%。德国联邦统计
局表示，主要原因是受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影响，
德国进口能源成本猛增。

国际能源署日前对欧洲 2023 年的能源供应形
势“敲响警钟”，认为欧洲不应因近期能源价格有
所下降而放松警惕，敦促各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
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王义桅分析，欧盟内部在对俄石油限价问题上
有较大争议。以匈牙利、德国为代表的对俄罗斯能
源较为依赖的国家，很难真正限制甚至中断从俄罗
斯进口能源。一些财政负担较大的国家，也很难通
过国家财政政策，抵消能源价格上涨对社会生产生
活的影响。然而，欧盟最终达成对俄石油限价共
识，也反映了欧盟政策受美国影响较大，许多欧
盟内部的跨大西洋主义者、亲美势力对欧盟政策
制定发挥较大影响，欧盟战略自主性正在降低。

《经济学人》指出，西方对俄石油限价最令人
担忧的影响是，全球经济加速“脱钩”，并进一步
导致生活水平恶化。其他石油生产国将被迫卷入
大国博弈，为自由贸易设置诸多政治前提。

“欧盟等西方阵营一起对俄石油限价，明显扭
曲了全球石油市场运行规律，加剧能源价格波动
的不可预测性和国际能源供应格局的不稳定性。”
丁纯认为，目前，俄欧双方仍在就石油定价问题
展开激烈博弈，欧盟内部分歧仍存，未来双方在
能源问题上的博弈结果有待观察。

欧盟能源危机远未结束
本报记者 高 乔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黄金七十二小时”后的生命奇迹——

中土救援队联手
救出两名地震幸存者

近日，欧盟对俄罗斯石油产品限价机制及
禁止通过海运进口俄罗斯石油产品的制裁措施
正式生效。七国集团（G7）和澳大利亚紧随其
后，也采取同样限价措施。这是继2022年12
月对俄罗斯原油实施每桶 60美元的价格上限
后，西方国家再次对俄石油产品出口采取限价
举措，也是自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欧盟第三
次在石油领域对俄罗斯施加制裁。

饱受能源供应短缺、能源价格飙升、通胀
高企等困扰的欧盟，在对俄能源制裁之路上越
走越远。欧盟能源危机何时能解？这个问题恐
怕短期难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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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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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的
油
价
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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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在土耳其南部地震重灾区哈塔伊省安塔基亚市，中土救援队
联手救出两名地震幸存者。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摄

2 月 9 日，阿富
汗喀布尔迎来降雪。

上图：孩 子 们
在雪堆上玩耍。

左图：孩 子 们
在滚雪球。

新华社/法新

喀布尔
下雪了

环 球

掠 影

环 球

掠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