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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爆发两个月来，欧盟对俄罗斯祭出

多轮制裁，最新制裁范围已扩展至能源领域。分

析人士指出，欧洲经济面临高通胀低增长风险，持

续的俄乌冲突进一步增加能源、财政和货币政策

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令欧洲成为这场冲突的主要

经济受损者。

绿色转型受挫

作为新一轮经济制裁的主要措施，欧盟决定

禁止从俄进口煤炭，并减少对俄石油和天然气的

进口依赖，这加剧了欧洲能源供应紧张状况。为

克服眼前困境，欧洲不得不着手绕远扩大进口美

国液化天然气，并修建新的接收终端和储气设

施。有些国家甚至计划进口更多煤炭，以便让本

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火力发电站再次满负荷

运行。

分析人士指出，欧盟此举可谓“杀敌一千，自

损八百”。盲目追随美国令欧洲经济民生付出更

惨重代价。事实上，欧洲短期内摆脱对俄能源依

赖并不现实，可能进一步暴露自身能源缺口，增加

对化石燃料依赖，无助于实现绿色转型和促进经

济可持续发展。

代表化工和采矿业工人的德国BCE工会负

责人迈克尔·瓦西利亚迪斯表示，即使部分切断

俄对欧天然气供应，也可能导致“数十万”工作岗

位流失。

德国最大能源企业意昂能源集团首席执行官

菲利普·托恩表示，如果欧盟停止进口俄天然气，

德国消费者必须为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做

好准备。

面临滞胀风险

去年四季度，欧盟经济环比增速已大幅放缓

至0.4%，远低于此前连续两个季度超过2%的增

幅。乌克兰局势令亟待摆脱新冠疫情困扰的欧洲

经济雪上加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报告指出，在该组织覆盖的地区中，欧洲经济受俄

乌冲突的冲击最严重。

受对俄大规模制裁影响，欧洲多项经济指标

恶化。今年3月欧元区通胀率已升至7.5%，创历

史新高。欧元区所有国家都通胀高企，波罗的海

三国及荷兰通胀率甚至高达两位数。欧洲央行大

幅上调欧元区今年通胀预期至5.1%，同时下调今

年经济增长预期至3.7%，并预计明后两年分别增

长2.8%和1.6%。

伴随高通胀的是欧洲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市

场对滞胀的担忧正在上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由于俄乌冲突及相

关制裁措施对能源价格、能源安全和制造业造成

破坏，欧元区经济增长将受到严重影响。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真蒂洛尼

指出，欧元区经济前景将取决于俄乌冲突持续时

间、增加能源供应的可能性以及投资者和消费者

信心。

市场研究机构埃信华迈经济学家克里斯·
威廉姆森认为，欧元区出口已经下滑，信心减

退影响内需，欧元区通胀前景恶化的同时增长

前景堪忧，第二季度经济停滞或放缓的风险正

在加大。

宏观政策两难

疫情叠加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令欧洲宏观政

策刺激的边际效应递减，调整难度加大。

欧元区复苏长期高度依赖低成本流动性，

欧盟各成员国抗风险能力存在差异，复苏不

平衡，这加剧了欧洲央行退出宽松政策的复

杂性。既要应对不断攀升的通胀，又不能因

政策转向拖累经济复苏，欧洲央行政策取舍

面临两难。

在财政政策方面，欧盟也面临着保持财政

纪律约束和促进经济增长间的权衡。为应对疫

情冲击，欧盟及其成员国采取财政手段托底，导

致财政赤字及债务水平攀升，而俄乌冲突令这

一问题恶化。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表

示，俄乌冲突正通过多种渠道阻碍欧盟经济活

动。欧盟公共财政状况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增长

放缓将导致预算赤字增加。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24日电

疫情叠加地缘政治风险 欧洲这次伤得不轻

新华社基辅4月23日电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23日说，如果困守马里乌波尔人员

被消灭或俄方在“占领区”举行所谓公投，乌

方将退出与俄罗斯的谈判。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援引泽连斯基当

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报道，如果困守

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人被消灭，或俄方策

动在“占领区”进行公投，乌克兰将拒绝与

俄罗斯进一步谈判。他还表示，目前乌方

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解除对马里乌波尔

的封锁。

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乌克兰必须利用任

何机会同俄罗斯谈判，直到战争结束。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21日表示，俄军已控

制除亚速钢铁厂外的马里乌波尔市的其他地

区。俄总统普京同日下令俄军取消攻打马里

乌波尔市亚速钢铁厂的计划，并要求俄军继

续封锁亚速钢铁厂。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如困守马里乌波尔人员被消灭将退出谈判

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对决开锣
民调显示马克龙支持率领先勒庞11个百分点

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当地时间24日8

时（北京时间14时）在法国本土开始进行，在第

一轮投票中胜出的现任总统马克龙和极右翼政

党“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将展开最终角逐。这

是继2017年总统选举后，两人再次进入第二轮

对决。

两人支持率差距缩小

由于时差原因，法国部分海外省已提前开

始投票，本土投票站将于24日晚关闭。法国内

政部将在投票站全部关闭后陆续公布初步计票

结果。

记者当天上午在巴黎郊区的克里希市政厅

投票站看到，投票站开门后，第一批进入的选民

大都戴着口罩，并在入口处洗手。

法国埃拉贝民意调查公司22日进行的民调

显示，马克龙和勒庞在第二轮投票中的支持率分

别约为55.5%和 44.5%，两人之间的差距与2017

年相比明显缩小。分析人士认为，极右翼力量民

众支持率大幅上升对马克龙能否连任构成挑战。

低投票率带来不确定性

虽然多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马克龙得票率

预计将比勒庞高出大约10个百分点。不过，这名

现任总统似乎对获胜态度谨慎，表示最终结果要

以投票为准，而不是民调。勒庞22日接受法国

电视四台新闻频道采访时说，最终选举结果将证

明民调并不准确，马克龙获胜不是必然的。

民调显示，24 日的投票率预计为 72%至

74%，将创下1969年以来的新低。此外，由于法

国大部分学校本周末放春假，可能进一步拉低投

票率。

媒体普遍认为，投票率走低加上大量选民尚

未拿定主意，为选举结果留下不确定性。

在投票前最后的冲刺阶段，马克龙呼吁民众

积极参与。他说：“想想‘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

选举前几个小时，那些英国人和美国人说，‘我不

去投票，有什么必要？’我告诉你们，他们第二天

就后悔了。如果你想避免出现无法想象的状况，

就要自己去选择。”

法国总统任期5年，选举采用“多数两轮投

票制”。在10日举行的首轮投票中，由于无人获

得逾半数选票直接胜出，得票率排名前两位的马

克龙和勒庞进入第二轮角逐，淘汰了其他10名竞

争者。

法国总统选举受到欧洲多国关注。德国、西

班牙和葡萄牙领导人21日在多家欧洲报纸联合

发文，呼吁法国民众投票给马克龙，而不要选择

代表极右翼阵营的勒庞。勒庞在选举中强调民

族主义、法国优先，先前一度打出脱离欧元区的

口号。

新华社巴黎4月24日电

4月24日，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中左）在投票站投票后向民众致意。 新华社发

我国开展专项行动
全链条治理“网暴”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记者24日从中央网

信办获悉，为有效防范和解决网络暴力问题，切实

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开展

“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聚焦网络暴力易

发多发、社会影响力大的18家网站平台进行全链条

治理。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专项行动将

通过建立完善监测识别、实时保护、干预处置、溯源

追责、宣传曝光等措施开展全链条治理。

其中，明确建立健全识别预警机制，进一步细

化网络暴力信息分类标准，强化行为识别和舆情发

现，及时预警网络暴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建立

健全网络暴力当事人实时保护机制，调整私信功能

规则，及时过滤“网暴”内容，强化“一键防护”等应

急保护措施，建立快速取证和举报通道，加大弹窗

提醒警示力度，加强重点群体救助保护。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要求，重点网站平台要

按照统一部署，结合平台特点进一步细化明确目标

要求、工作措施和完成时限，抓好任务落实。中央网

信办将组织督导检查，对于落实不力、问题突出的网

站平台，采取严厉处置处罚措施。互联网不是法外

之地，各网站平台要加强宣传，引导广大网民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共同抵制网

络暴力行为，坚决防止网民遭受网络暴力侵害。

国家能源局：

煤电仍将长时期承担
保障电力安全重要作用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我国以煤为主的资

源禀赋，决定了煤电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承担保障

我国能源电力安全的重要作用。

这是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余兵24日在全国煤电

“三改联动”典型案例和技术推介会上说的。他表

示，2021年煤电以不足50%的装机占比，生产了全国

60%的电量，承担了70%的顶峰任务，发挥了保障电

力安全稳定供应的“顶梁柱”和“压舱石”作用。

余兵介绍，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

出，电力系统清洁低碳转型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煤电将逐步由提供电力电量的主体电源转变为电

力电量并重的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概括讲就是

“两降低、两提升”，“两降低”就是装机占比和发电

量占比的降低，“两提升”就是灵活调节能力和清洁

高效水平的提升。

余兵表示，在当前的技术条件和装机结构下，

煤电是最经济可行、安全可靠的灵活调节资源，在

提升电力保供能力的同时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新冠连续两年位列
美国人第三大死因

新华社洛杉矶4月23日电 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22日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1年新冠连

续第二年成为继心脏病和癌症之后美国民众的第

三大死因。2021年1月至12月，因新冠相关原因死

亡的美国人总数超过46万。

报告显示，2021年美国共有超过345.8万人死

亡，总体死亡率较前一年上升了0.7%。死亡率最高

的群体为非西班牙裔美洲印第安人和非西班牙裔黑

人，死亡率最高的年龄段群体为85岁及以上人群。

报告显示，2021年美国有超过46万人因新冠相

关原因死亡，较前一年增加近7.6万。其中，85岁及

以上人群为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年龄段群体。

报告称，这些数据可以为制定公共卫生政策及

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以降低新冠相关原因导致的死

亡率以及受影响最严重人群的死亡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