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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I

前 言

2023年開啟了，我們處在經濟寒冬中。

從 2020年開始，各國都在防控新冠病毒感染。兩年後，俄

烏衝突爆發。

回顧歷史，戰爭和瘟疫總是相輔相成。1918年的大流感

讓第一次世界大戰草草收場。這次疫情讓各國經濟陷入困境。

俄烏開戰，美歐國家制裁俄羅斯，引發了美俄衝突、俄歐衝

突、中美衝突。爆發的能源危機、糧食危機、通脹危機和美國

加息，把全球經濟帶入寒冬。如何度過這場寒冬，對國家和個

人來說都是一場巨大的考驗。

本書分析了美俄大國博弈，能源和糧食危機，美國大幅加

息，人民幣和美元誰會贏，美國在軍事上、科技上、人民幣匯

率上圍堵中國，中國在航天、航空、太空站、北斗導航、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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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隊上逆境崛起。我國面臨的難題是：樓市還將跌多久，經濟

還會冷多久，我們如何度過寒冬。這是一本淺顯易懂的書，無

論文化高低、學識深淺，相信你都能讀懂它。

這場寒冬還要持續多久，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的

是，如果疫情和戰爭不停止，寒冬就不會結束。看看歐洲有多

慘：沒有能源，缺少糧食，經濟要倒退很久。美國也好不到哪

裡去，物價高漲，利率提高到 4.5%還沒有控制住通貨膨脹，

美國人這個冬天就更難過了。東南亞像越南、菲律賓等國也都

困難重重。

當今世界，沒有哪個國家敢說自己不處在寒冬中。俄羅

斯雪上加霜，印度也無法置身事外，英國就更別提了。舉目

望去，全球經濟都處在瑟瑟寒冬中。20世紀 30年代的「大蕭

條」至今讓人記憶猶新。近年來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和俄烏衝

突導致全球經濟寒冬，人們擔憂的是：接下來會爆發樓市、股

市、債券市場和金融危機嗎？

目前各行各業都不景氣，互聯網大廠也經歷了裁員潮。經

濟形勢不好，科技企業更不景氣。誰都不清楚明天是否還有工

作，會不會被裁員，工作沒了怎麼辦，也不知道自己的公司還

能堅持多久。但過冬需要取暖和食品，需要工作和收入，需要

掙錢養家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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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對富人的影響是有錢無處投資，對中產階層的影響是

返貧，對窮人的影響是找不到工作。眼下全球處在經濟蕭條、

通貨膨脹、工資下降、消費低迷之中。寒冬會凍死一批人，也

會餓死一批人。

2009年有個美國電影《後天》，是一部大型災難片。紐約

突發洪水海嘯，氣候突變，忙着跑路的人因為暴風雪太大都被

凍死餓死在路上。那些藏在圖書館裡的人倖存下來，他們保存

了體力，靠着燒書等來了救援。電影表現的是自然界寒冬，眼

下我們面臨的是經濟寒冬，這裡有行業寒冬、企業寒冬、個人

寒冬。我們要認清形勢，堅守崗位，穿好棉衣度過寒冬。

衷心希望 2023年世界和平，疫情遠離，經濟回暖。作為

個人，我們不能左右宏觀經濟的走勢，但我們可以管好自己。

千萬別貿然辭職，沒準備好也不要投資創業。企業要認清形

勢，保持現金流，選對賽道。相信這場寒冬終將過去，千萬別

倒在黎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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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衝突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2022年 2月 24日，俄羅斯和烏克蘭衝突爆發了。誰都沒

想到會這麼快，全球的資本和商品市場都受到了劇烈衝擊，俄

羅斯大盤指數一度下跌了 50%，歐洲主要股市、中國 A股和

港股都未能倖免；大宗商品價格卻悉數上漲，紐約原油價格大

漲了 9%。

實際上，這場衝突帶來的影響遠不止股市的暴跌，它對全

球的經濟形勢和人們的生活都有深刻影響。先來說全球的經濟

形勢。作為交戰雙方的俄烏受影響最大。對俄羅斯的影響主要

體現在，它會遭受嚴重的經濟制裁，如資本封鎖、商品封鎖

等。俄羅斯經濟的支柱是石油、天然氣等大宗商品出口，由

於戰爭影響，石油和天然氣商品紛紛漲價，暫時有利於俄羅

斯的經濟，因此，俄羅斯實際上受到的衝擊不會有美國期望



0 0 4  ｜  經濟寒冬怎麼過

的那麼大。

烏克蘭恐怕就會悲觀一些了。烏克蘭是重要的糧食出口

國，糧食運輸靠海運，在軍事衝突下，海運會被波及甚至被迫

暫停。據我國央視報道，烏克蘭排名前 100的富豪跑了 96個。

烏克蘭是典型的寡頭經濟，如果局勢持續動盪，大富豪的逃離

就會加劇烏克蘭經濟的脆弱性。早在衝突爆發前，烏克蘭就出

現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2022年 1月，烏克蘭主要食品價

格上漲了 20%，食用油漲幅達到 26%。衝突爆發後，烏克蘭

貨幣大幅貶值，傳導至商品價格，加劇了通脹，烏克蘭人的日

子更加難過了。

對歐洲各國來說，俄烏衝突帶來了能源市場的動盪。歐洲

天然氣主要來自俄羅斯，而俄羅斯的輸氣管道有 1/3要經過烏

克蘭。俄烏衝突升級，在短期內會導致油價和天然氣價格上

漲，歐洲人的生活成本提高。從長期來看，在美國的強勢干預

下，歐洲會逐漸減少俄羅斯能源的進口額，轉而向美國尋求能

源供給，但將美國天然氣運到歐洲要靠船，運輸成本遠高於管

道運輸，這樣一來，歐洲這個冬天會很冷，它們會遭遇天然氣

的供給難題。

俄烏衝突對中國的影響利弊共存。有利方面除了新能源，

更多體現在人民幣出海上。2022年 2月 14日，人民幣匯率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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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走強，一度漲到 1美元兌 6.368 1元人民幣，創下了 2018

年 5月以來的新高。隨着戰爭的臨近和爆發，人民幣成為避險

資產，有國際機構擔心歐美發動金融制裁，俄羅斯企業或跟俄

羅斯進行貿易的他國企業，都有減持美元、歐元，增持人民幣

的需求。

不利方面同樣明顯，最直接的就是能源價格和糧食價格。

在能源方面，我國是能源進口國，2021年石油對外依存度為

72%，天然氣為 45%，國際能源價格的上漲會推高國內能源

成本；在糧食方面，我國有 30%的玉米主要靠從烏克蘭進口，

這部分玉米能否正常供應是個問題，即使能正常供應，其價

格也會大大提高，2022年 1月到 2月，國際玉米價格已經漲 

了 20%。

回到國人的生活，俄烏衝突的影響難以避免。如汽油價

格，未來大概率會繼續上調。但在糧食安全方面我們不必擔

心，雖然來自烏克蘭的糧食進口會受到影響，但國際上賣家很

多，而我國一直多元化進口糧食，不過糧價會有所提高，這與

國際期貨價格綁定。對養殖戶的影響則會放大，因為生豬供給

加大，豬肉價格已跌到成本線以下，飼料在養殖成本中佔比

75%左右，飼料中 60%~70%是玉米，可見玉米對養殖的重要

性，對養殖戶來說，2022年更加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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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關係緊張，金價上漲

俄烏衝突爆發後，全球市場開始動盪不安。各國都開始大

規模避險，總有戰爭不確定性的消息傳來，導致人們情緒緊張

且擔憂。投資者正以最快的速度把資金從風險資產中撤出來，

去搶購黃金，導致金價大幅衝高。

有人判斷，人們無休止地買入黃金，金價可能要漲到

2 000美元 1盎司。而早在 2020年，金價就衝到了 2 000美

元 1盎司。世界黃金協會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受外部因素衝

擊，2021年全球央行大幅購買了 463噸黃金，較 2020年增加

了 82%，比最近 5年平均水平高出 39%，這使得全球央行黃

金儲備總量達到近 30年來的最高水平。預計未來有 21%的全

球央行會繼續購買黃金。

更有甚者，荷蘭央行 2022年 2月 23日在其網站上暗示

說，黃金還可以作為再次建立貨幣系統的基礎，以防止美元系

統崩潰，這種言論讓市場感到意外。難道荷蘭央行還要恢復金

本位制嗎？金本位制是指發行貨幣的背後用黃金做儲備。歷史

上曾經出現過英鎊金本位和美元金本位。後來由於經濟的發

展，黃金的數量遠遠趕不上紙幣的數量，黃金就退出了流通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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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不再作為貨幣存在，只保留了黃金的消費功能和儲備功

能，其中最重要的是黃金的避險功能。

目前世界上有兩種不確定性風險：一是 2020年外部因素

帶來的風險，導致黃金暴漲到 2 000美元 1盎司；二是俄烏衝

突導致黃金又開始漲價。在外部因素和戰爭的情況下，黃金在

貨幣金融系統中依然能起到安全錨的作用。比如，船舶在航行

時遇到 8級以上的大風浪，船要躲進避風港，放下船錨避過風

浪，否則有可能會翻船。黃金就是安全錨。所以，俄烏衝突讓

黃金再次為人們所重視，成為貨幣背後的支撐。

中國對黃金市場的消費需求不斷攀升。據瑞士海關數據顯

示，2021年 1月至 12月，瑞士對中國市場的黃金出口量增長

至 4年來的最高水平。瑞士是全球最大的黃金精煉和轉運中

心。2022年 2月，約 198噸黃金從歐美運抵中國市場。

金價上漲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人們不看好美國國債，擔心

美元加息。

為何人們要搶黃金？因為美國央行貨幣政策大放水，導致

美國國債遭遇大幅拋售，人們看到美國國債都在賣出，擔心美

聯儲加息。當不看好美國國債時，人們買甚麼好呢？美國國債

的供應加大和高通脹，使得美國國債資產貶值。美國實行的是

零利率政策，買美國國債的實際收益率是負的，而美國債務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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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總額已達到 31萬億美元。

截至 2021年 2月，在 1年半的時間裡，包括英國、日本、

沙特阿拉伯、中國、俄羅斯、土耳其、巴西、法國、印度、比

利時、加拿大、德國、泰國及瑞士等國在內的多個主要美國國

債買家，一直保持減持美國國債的態勢。日本、俄羅斯、德國

等美國國債大買家，很有可能會在接下來的時間裡大量減持美

國國債，累計數額會高達 9 000億美元。

現在美國通脹率處於高位，各國都擔憂美國通脹失控，加

上俄烏局勢緊張，這些從美國國債中撤出來的資金紛紛湧入有

着不錯表現的戰略資產，如黃金等，因此金價就漲了起來。黃

金被認為是可以對沖通脹和地緣風險的工具。俄烏地緣的緊張

局勢，將助推金價打開上行空間。如果想選擇黃金，那麼你一

定要注意不確定性風險。

金融制裁的代價

2022年 2月 26日晚，美國與歐洲主要盟友達成一致，將

把數家俄羅斯銀行從 SWIFT（國際資金清算系統）中剔除，

作為對俄羅斯的最新制裁手段。這個支付系統素有「金融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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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之稱。它是全球銀行業的「信息系統」，各國都習慣用它

確認訂單、付款和交易等。比如，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糧

食資源的出口基本上都靠這個系統。一旦被禁止使用，那就意

味着俄羅斯的國際貿易會遭遇全方位衝擊，進而影響到其經濟

和金融的穩定。

但是，美歐制裁俄羅斯的後果是甚麼？如果俄羅斯不接受

制裁會怎樣？

回溯歷史，在一戰結束時，英、法、美等 27個戰勝國在

巴黎開會，一起研究這次戰爭由誰買單。德國是戰敗國，沒資

格參加會議，於是各國說讓德國買單。當德國接到巴黎和會的

裁決時傻眼了，這張罰單太大了，每年罰 1 320億德國馬克，

相當於 1921年德國商品出口總值的四分之一，德國人根本拿

不出這筆錢。法國害怕德國賴賬，就聯合比利時、波蘭出兵，

佔領德國的經濟命脈魯爾區，導致德國工人開始罷工。德國政

府讓工人停工回家，1噸煤都不讓法國挖走，但照樣給工人發

工資，這就加劇了通貨膨脹。巴黎和會的賠款額是用德國馬克

償還的，德國政府就讓德國馬克貶值，最後貶值到只用四分之

一德國馬克就還了罰款，這是多大的笑話。一戰對德國懲罰太

重，導致德國納粹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數千萬人戰死

沙場，這個懲罰的代價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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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國家對俄羅斯的嚴厲制裁，如果把俄羅斯逼急了，就

可能導致未來戰爭的爆發，這為世界更大的不確定性埋下了隱

患。有德國的前車之鑑，我們絕不能讓歷史悲劇重演。人類不

該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兩次。

近年來，俄羅斯經濟原本就不景氣，2011年俄羅斯 GDP

是 2.05萬億美元，2021年的 GDP是 1.78萬億美元。過去 10

年，俄羅斯經濟一直處於負增長狀態。特別是 2014年烏克蘭

危機爆發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制裁使俄羅斯 2014—

2018年的經濟增長率每年下降 0.2個百分點，導致俄羅斯日子

很難過。現在好不容易熬過來了，如果再次遭遇 SWIFT制裁，

未來的俄羅斯經濟還將面臨更大的增長壓力。就拿石油和天然

氣生產創造的國際利潤來說，這兩部分利潤合計佔到俄羅斯財

政收入的 40%以上，這可是個不小的數字。

當今世界各國彼此相連，誰也離不開誰。如果歐洲國家

與俄羅斯發生衝突，歐洲國家的損失遠大於美國。歐洲國家

在能源上高度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例如，德國 34%的石油

和 65%的天然氣都是從俄羅斯進口的。對歐洲人來說，即使

願意接受高昂的價格，他們也不可能用卡車運送液化天然氣，

來抵消俄羅斯天然氣的流量。如果將俄羅斯踢出 SWIFT，俄

羅斯的國際貿易固然會受到嚴重衝擊，但全球石油、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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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也將出現暴漲，歐洲首當其衝。一旦讓俄羅斯走投無路，

它就會進一步採取行動，美國尚不能勝券在握，更何況歐洲 

國家了。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用 SWIFT制裁俄羅斯，其結果是

讓 SWIFT的重要性持續下降。各國會逐漸感覺到，只有一個

系統太不安全了，都想尋找替代方案。

美俄博弈： 石油、金融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美俄展開了大國博弈。美國想藉此機

會削弱俄羅斯的國力，讓俄羅斯弱下去。所以美國儘量拖住

俄烏戰事，先是進行金融戰，把俄羅斯部分銀行踢出 SWIFT，

而後宣佈對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實行禁運，帶動歐洲

國家一起制裁俄羅斯。但俄羅斯毫不示弱，絕地反擊。

第一，石油制裁。

俄羅斯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是世界能源出口大

國，對歐洲能源供給來說非常重要。2022年 3月 9日，美國

宣佈禁止俄羅斯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進口。英國和歐盟也紛

紛表示，禁止或減少石油進口。德國對天然氣管道北溪二號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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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暫停鍵。俄羅斯靠能源出口維持生存，卡住了俄羅斯能源出

口，就等於抓住了俄羅斯的生命線。

俄羅斯是全球重要的石油出口國，每天提供約 700萬桶石

油，約佔全球供應的 7%。俄羅斯表態，西方對其制裁有可能

為全球市場招致災難性後果，油價飆升到每桶 300美元也有可

能。俄羅斯不排除切斷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在俄羅斯進行這

種表態後，國際布倫特原油的油價飆升至每桶 132.45美元，西

得州原油期貨升至每桶 128.55美元，創 14年來的新高。美國

2021年從俄羅斯進口能源約佔 8%，其中石油進口僅佔 3%。美

國佔比不高，但歐洲就慘了，因為歐洲依賴俄羅斯的能源進口。

美國在 2022年 3月 9日宣佈，北溪二號項目已經死了，

說它只是躺在海底的一塊金屬，它不可能重啟。美國企圖破壞

北溪二號，想切斷俄羅斯與歐洲的能源聯繫，把歐洲握在自己

手中。數據顯示，歐洲天然氣的期貨價格已達到美國價格的

20多倍。歐洲十分痛苦，通貨膨脹嚴重，民眾生活苦不堪言。

美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堪稱瘋狂，制裁項目多達 5 532

項，遠遠超過被美國制裁過的伊朗、敘利亞及朝鮮等國。俄羅

斯說，如果這樣的制裁不停止，那麼俄羅斯將停止北溪一號輸

氣管道，讓歐洲得不到俄羅斯的天然氣。

第二，金融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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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俄羅斯被凍結、被扣押的海外資產有多少？俄羅斯

財政部長說，俄羅斯約有 3 000億美元的黃金和外匯儲備被凍

結，佔俄羅斯國際儲備總額的近一半。俄羅斯富豪的個人海外

資產被扣押的至少有 800億美元，還有各個企業大量的海外投

資、債券等。凍結海外資產給俄羅斯帶來了巨大災難，它無法

償還到期外債。俄羅斯使出鐵腕措施，回擊了三板斧。第一，

俄羅斯宣佈對不友好的 40多個國家都用盧布來還債，俄羅斯

欠的錢，只能用盧布償還。第二，專利賠償金直接歸零，不還

了。第三，把歐美在俄羅斯的 59家跨國大企業都列入「資產

國有化」名單，西方投資在這裡的企業都收歸俄羅斯國有。每

一招兒都打在了歐美國家的痛處。對於俄羅斯的巨額海外資

金，歐美多國都在虎視眈眈。

金磚五國其他四國一致： 不制裁俄羅斯

金磚五國包括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它們是

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次美國制裁俄羅斯，還要求各國

都跟着它一起制裁俄羅斯。但金磚五國中的其他四國一致表

示，不譴責、不制裁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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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多次指出，美國單邊制裁解決不了問題。中俄

戰略合作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擾。我國和俄羅斯加緊了能源

合作。早在 2022年 2月初，中俄就簽訂了兩個能源貿易的大

單，一個是中國石油從俄羅斯石油公司進口 1億噸石油，為

期 10年。另一個是，中俄再建一條新的天然氣管道，合約 30

年，初期每年輸氣量 100億立方米，中期每年輸氣量 300億立

方米，後期每年輸氣量 600億立方米。中俄兩國利益綁在了

一起。

（2）印度表明中立立場，不對俄羅斯進行制裁。印度還在

大量進口俄羅斯能源，這是美國人沒想到的。美國曾警告印

度，但印度只當耳邊風。英國媒體發現，印度 2022年 3月對

俄羅斯的石油進口量出現激增。

（3）巴西反對對俄羅斯發起單邊制裁。巴西近日就核潛艇

設計技術向俄羅斯提出幫助的請求。

（4）在中國、印度、巴西表態後，南非也宣佈不參與對俄

制裁，主張用和談的方式解決問題。自此，金磚五國都對美國

的制裁說不，美國單邊制裁行徑不得人心。除了金磚五國中的

其他四國，土耳其、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委內瑞拉、墨西哥

等國均拒絕對俄羅斯發起制裁。

金磚五國立場高度一致，其他四個國家對俄羅斯全部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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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譴責、不制裁的舉措，儘管在具體方式上有所不同。各國在

期望俄烏衝突能快速結束的同時，反對西方「仇恨主義」和

「立場裹挾」的態度。

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使得從疫情中有所恢復的全球經濟

陷入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更大震盪。俄羅斯是全球主要的能

源、糧食出口國，在這兩方面美國對俄羅斯的需求均較低，全

面制裁俄羅斯經濟對美國造成的影響相對較小。但石油、天然

氣、小麥價格飛漲，對其他國家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造成的

衝擊是巨大的。美國單邊制裁帶給歐洲多國的戰爭威脅、物價

飛漲，讓歐洲多國的反美意識加速萌生。

美國制裁聲勢浩大的原因，一是美國對國際輿論的把控，

二是美國單邊制裁會對全球經濟造成的惡性後果。美國是互聯

網的發源地，利用這一先天優勢，美國掌控了從通信底層、通

信設備、通信軟件到通信媒體的整體輿論體系。

網上有段笑話，日本說：「大佬，聽說你準備切斷俄羅斯

與 GPS（全球定位系統）的連接？」

美國說：「你是不是傻？俄羅斯現在有格洛納斯系統，切

斷俄羅斯與全球定位系統的連接有多大作用？」

韓國問：「格洛納斯系統能和全球定位系統相比嗎？」

美國說：「再加上一個北斗呢？你們兩個蠢貨是不是想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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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放棄全球衛星導航市場？」日本、韓國說：「沒有，沒有，

我們想的是怎麼打擊俄羅斯。」

俄羅斯出台的不友好國家和地區清單，共涉及 40多個國

家和地區，相較於全球的 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美國的敵視行

徑並不代表全球的主流看法。

石油輸出國，不買美國賬

美國制裁俄羅斯後，石油供應不足，導致油價暴漲。美國

想請中東石油國家幫忙，提高石油產量，但是沙特阿拉伯和阿

聯酋這些石油國家並不買美國的賬，堅決不多生產石油，這讓

美國陷入尷尬境地，英國首相去中東勸說無果，日本首相勸說

也失敗了。

美國不再從俄羅斯進口能源，它想把沙特阿拉伯、阿聯

酋、伊朗和委內瑞拉等一些產油大國拉下水。這幾個國家是產

油大國，之前一直被美國制裁，產油量被嚴重限制，經濟發展

受到極大約束。美國現在為了打擊俄羅斯，也顧不了那麼多

了，為了說動這些國家，美國甚至準備取消對委內瑞拉和伊朗

的制裁。令美國萬萬沒想到的是，其主動示好竟然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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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想要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產量，直接遭到了拒絕，阿聯酋

更是不與拜登通話。

阿聯酋拒絕提升石油產量，反而與俄羅斯達成合作。

隨着俄烏衝突爆發，美歐對俄制裁手段一再升級，引發國

際局勢動盪，能源價格暴漲。國際油價飆升至 13年來的新高。

先是美國總統拜登為了平穩油價，希望與沙特阿拉伯和阿

聯酋領導人通電話，直接被兩國拒絕。就在阿聯酋接連拒絕了

美、英、日之後，據俄媒報道，俄羅斯和阿聯酋在地質勘探領

域，同意盡最大努力加強雙邊合作。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想要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兩國提升石油

產量，但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官員聲稱，他們並不想破壞歐佩

克和俄羅斯之間的協議。

這意味着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不太願意滿足以美國為首的

西方的要求。自美國總統拜登上台以來，美國和沙特阿拉伯及

阿聯酋之間的關係持續遇冷。沙特阿拉伯希望在干預也門衝突

的行動上美國能更多地支持它，但拜登對這一要求予以拒絕。

阿聯酋希望美國對其提供更大的軍事援助，以緩解其國防壓

力，但美國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解決阿聯酋的「擔憂」。

之前是美國總統拜登把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拒之門外，現

在輪到拜登有所求的時候，它們必然不理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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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國王不僅拒接美國電話，還讓英國首相的訪問

無功而返，卻跟中國簽訂石油項目合同，考慮向中國出售石油

時用人民幣而不是美元結算。現在看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

家制裁俄羅斯，這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沙特阿拉伯是世界第

一大石油國，石油儲量佔世界第一，它有足夠的底氣。美國總統

親自打電話，就是有求於沙特阿拉伯，要求其增加石油的出口，

平抑國際油價！但很顯然沙特阿拉伯選擇了拒絕。沙特阿拉伯做

出了一個明智的選擇，中國成了沙特石油的第一大買家！

中東石油國家對美國現在的態度表明，它們不選擇和美國

站在一起制裁俄羅斯。擾亂國際油價的始作俑者是美國，美國

想一家獨大，但在石油領域它現在沒有話語權。

凍結俄羅斯資產，瑞士後悔了

制裁俄羅斯的國家有許多，最後悔的莫過於瑞士。瑞士一

直以來都是中立國家，世界上的有錢人和富裕國家把錢存在瑞士

銀行為的就是保險。但沒想到，瑞士銀行的金字招牌竟被扣押俄

羅斯資產給弄砸了，瑞士要凍結俄羅斯的資產，這引起富豪的恐

慌，他們紛紛從瑞士銀行取出錢來存到別國銀行，瑞士後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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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國家不大，人口 850多萬，山清水秀，到處都是高山

湖泊，耕地很少，糧食產量很低。早年間瑞士人很窮，許多人

到意大利去站崗。瑞士人想：幹點兒甚麼好呢？最後他們決定

發展銀行，遵守承諾，替儲戶保密，瑞士就是靠銀行業發展起

來的。

瑞士永久中立的地位是 1815年維也納會議確定的。瑞士

東邊是奧地利，西邊是法國，南邊是意大利，北邊是德國 。

它被包裹在中間，地理位置易守難攻，這讓它躲過了兩次世界

大戰的戰火，一直安然無恙。就這樣，瑞士以銀行保密制度立

國，瑞士人逐漸富裕起來。

二戰結束後，瑞士保持了良好的中立國形象，任何地區的

戰鬥都不參加，只悶頭賺大錢，因而為世人所羨慕，聯合國多

個組織都設在瑞士，瑞士給人以祥和、與世無爭的感覺。所以

富人都願意把錢存在瑞士。

瑞士對銀行的保密程度是世界頂級的。只要你將錢財存入

瑞士銀行，你的儲存信息將會對所有人保密。除非本人來，否

則任何人、任何國家政府和組織都不能調取你的信息。瑞士銀

行不僅不給儲戶利息，還要收取大量保管費。瑞士是永久中立

國家，在瑞士銀行存的錢，不會受到戰爭和政治的影響。

俄烏衝突爆發後，多國開始制裁俄羅斯。瑞士馬上跟進，



0 2 0  ｜  經濟寒冬怎麼過

不但從俄羅斯國內撤走資產，還公佈俄羅斯客戶在瑞士銀行存

款 2 000億瑞士法郎，折合 2 130多億美元，緊接着凍結了俄

羅斯在瑞士的實體和富豪資產 80億美元，這一舉動讓全世界

一片譁然。瑞士不是中立國嗎？為何現在不中立了？公佈俄羅

斯客戶在瑞士銀行的存款，不為客戶保密了，以後還有誰敢到

瑞士銀行存錢？

過去人們對瑞士銀行深信不疑。俄羅斯海外交易的 80%

都通過瑞士銀行結算，北溪二號這個大項目，公司總部就設在

瑞士，沒想到瑞士會背信棄義。俄羅斯政府馬上對瑞士做出強

硬的反擊，直接扣押了一大批瑞士的名貴手錶作為報復，這些

手錶每塊的單價都超過 70萬美元。

瑞士的做法引起了世界富豪們的恐慌，他們把在瑞士銀行

的存款取出來放到其他銀行裡。看到這些，瑞士後悔了，瑞士

外長突然表示，瑞士不參與制裁俄羅斯，將繼續保持中立國地

位。如此出爾反爾誰還能相信呢？結果就是，瑞士銀行的存款

大筆流出。瑞士急於挽回形象，但於事無補。

瑞士銀行是全球最大的私人銀行，它不是一家銀行，而是

300多家銀行的總稱，大約保存全球私人財富的四分之一。這

次瑞士參與制裁俄羅斯，導致瑞士銀行及其永久中立國形象崩

塌。瑞士這樣做，短期看是投機取巧，長期看則損失巨大，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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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銀行的金字招牌被砸了，失信於人，失信於世界，誰還敢相

信它呢？銀行是信譽的象徵，如果沒有了信譽，它就不會存在。

制裁俄羅斯，給了中國機會

俄烏衝突爆發後，美歐對俄制裁是全方位的。麥當勞、星

巴克、必勝客等跨國公司都宣佈在俄羅斯暫停經營，蘋果、三

星也宣佈停止對俄羅斯銷售產品。麥當勞關閉了俄羅斯 850家

店舖。還有一些國家的能源、物流、石油、汽車和航運等公司

紛紛表態參與制裁。但西方公司和品牌從俄羅斯市場的退出，

對中國來說卻是一大機遇。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我國的進口機遇。我國從俄羅斯進口甚麼？2021年

我國從俄羅斯進口能源產品超過 3 342.9億元人民幣，佔我國從

俄羅斯進口總額的約 65%，也就是說，我國從俄羅斯進口的產

品 60%以上都是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產品。俄羅斯是一個資源

型大國，中國是一個製造業大國，兩國優勢互補。中俄在 2021

年貿易額突破 9 000億元人民幣大關，增幅高達 26%。

俄羅斯寶貴的油氣資源是擺在我國油氣行業面前的一塊大

蛋糕。不同於以往的油氣局勢，在多國停止進口俄羅斯油氣資



0 2 2  ｜  經濟寒冬怎麼過

源的當下，以更低廉的價格向中國出口能源，乃至吸引中資代

替美歐資本開發俄羅斯資源，將是俄羅斯的一個選擇。而深度參

與俄羅斯能源開發，也使我國終於有機會改變以往對美國掌控下

的中東、澳大利亞的能源過於依賴的格局。

第二，我國的出口機遇。我國對俄羅斯都出口甚麼？主要

是機電產品。比如，家用電器、智能手機、計算機、汽車等，

我國家電製造已達世界領先水平，國產智能手機品牌華為、小

米在俄羅斯擁有很大的市場。

在西方跨國品牌的制裁下，俄羅斯民眾對中國品牌有較高

的信任度。俄羅斯民調顯示，近六成民眾表示，俄羅斯本土企

業能夠完全取代從俄羅斯撤離的外國品牌，還有 47%民眾認

為，中國品牌有能力填補制裁之後的市場空白。2022年 3月

以來，華為手機在俄羅斯銷量大漲 300%，其他中國智能手機

銷量的大漲也超過 200%。我國國產汽車品牌在俄羅斯也非常

受歡迎，有很大的消費市場。由於俄羅斯沒有出色的消費品企

業，再加上蘋果、三星等外資的退出，可以預見，未來俄羅斯

1.4億消費者的龐大商品市場，是中國品牌的機遇。

第三，「人民幣國際化」機遇。2020年人民幣在中俄雙

邊貿易結算中佔比超過 17%，在俄羅斯國家儲備中佔比超過

12%，這次俄羅斯盧布被制裁，海外美元資產被凍結，進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