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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后，我们不必再提制裁，因
为将有更多国家使用美元以外的货
币进行交易，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制裁
他们。”3月底，美国共和党籍国会参
议员卢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连线
采访时如此哀叹。

彼时，巴西3月29日宣布与中国达
成协议，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
币，而是直接以人民币和雷亚尔进行
贸易和金融交易。对此，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毛宁回应称，中国和巴西今年
初签署了《在巴西建立人民币清算安
排的合作备忘录》。另外，巴西中央银
行3月31日宣布，人民币超越欧元成为
该国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

3月28日，中海油与道达尔能源完
成首单液化天然气跨境人民币结算
交易，成交量约合6 . 5万吨。3月29日，
沙特内阁批准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
决定，在那之前，中国进出口银行已
在3月14日与沙特阿拉伯国家银行成
功达成首笔人民币贷款合作。

沙特从2020年起至2022年持续减
持美债，数额从1844亿美元降至1197
亿美元，这被认为是石油美元面临解
体的潜在信号。今年初，沙特财政大
臣贾丹表示，沙特愿以美元以外的货
币进行石油交易。

3月31日，东盟财长和央行行长会
议结束，东盟国家同意在该地区加强
各国本币使用，减少对美元等主要国
际货币的依赖。按照印尼总统佐科的
说法，东盟应远离西方支付系统，以
免遭受“可能的地缘政治影响”。

4月1日，印度宣布与马来西亚的
贸易可用卢比结算。这被解读为印度
向“去美元化”迈出的具有决定性意
义的一步。4月4日，马来西亚总理安
瓦尔表示，他在访华期间提出成立

“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他说马来西亚
“没有理由继续依赖美元了”。为此，
马来西亚已就双边贸易可用林吉特
和人民币结算一事与中方展开谈判。

今年1月巴西总统卢拉在访问阿
根廷时，与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宣
布，两国就创立共同货币启动准备工
作，未来将邀请其他拉美国家加入该
计划，目的是促进地区贸易，减少对
美元的依赖。

去年以来，受西方制裁因素影
响，俄罗斯在向“不友好国家和地区”
供应天然气时改用卢布结算；过去一
年来，人民币已取代美元成为俄罗斯

交易量最大的货币；俄罗斯和印度也
已启动卢布和卢比结算机制。同样受
到美国制裁的伊朗，其外汇市场也已
启动里亚尔与卢布的货币交易。

从去年开始，以色列央行历史上
首次将加元、澳元、日元和人民币纳
入外汇储备，同时降低了美元和欧元
的比例。此前，以色列央行仅将美元、
欧元和英镑作为外汇储备。

目前，人民币是国际支付第五大
活跃货币、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
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排名第三。去年，
中国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超过42万
亿元，较2017年增长了3倍多。中国人
民银行已在29个国家和地区授权31家
人民币清算行，与40个国家和地区的
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货币互换
协议，协议总额超过4万亿元。

3月，美国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相
继倒闭，引发外界对美国再次发生金
融危机的担忧。而且，这次银行业风
波也殃及欧洲，拥有百年历史的瑞士
第二大银行瑞士信贷银行“爆雷”，随
后瑞士政府宣布最大银行瑞银集团
收购瑞信。此外，另一欧洲主要金融
机构德意志银行当月股价大幅下跌，
引发业界担忧。

对于美国多家银行接连倒闭，美
国财长耶伦直言，美联储自去年以来
连续激进加息是主要原因。即便如
此，美联储仍在3月22日宣布加息，这
是自2022年3月以来的第9次加息。目
前，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水平是2007
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为抑制通胀，美联储大幅加息导
致美元急剧升值，导致很多新兴市场
国家本币贬值、资本外流、输入性通
胀加剧，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倒闭引
发的银行业风波，进一步促使更多国
家在外汇储备、贸易结算等方面减少
对美元的依赖。

同时，美元正越来越被美国当成
“武器”，导致美元信用与美国的国际
信誉一道不断下滑。俄乌冲突爆发
后，美国对俄发起多轮制裁，美国及
其盟友冻结俄央行6300亿美元外汇储
备中的大约一半，并将多家俄罗斯银
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

（SWIFT）系统之外。
对此，印度央行印度储备银行行

长达斯一年前就曾表示，印度已经分
散了外汇储备形式，美国对俄采取的
此类行动，可能会促使每个国家重新
审视外汇储备的构成。

记者 赵恩霆

4月4日，北约迎来成立74周年纪
念日，同时也迎来了第31个成员国芬
兰——— 当天芬兰国旗在北约总部升
起。按照英国广播公司的说法，从去
年5月18日正式提交入约申请到正式
加入，吸纳芬兰是北约近代历史上最
快的一次扩张。

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00公里
的边界线，芬兰正式加入北约，意味
着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长度较
此前增加了近一倍，俄与北约之间的
战略态势将发生显著变化。位于俄罗
斯西北部、与芬兰北部接壤的科拉半
岛，是俄军北方舰队总部所在地，那
里有摩尔曼斯克、北莫尔斯克等重要
军港。同时，那里还部署有图-160战略
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设施。

俄军这些战略威慑力量将直接
面对北约，这既是对北约的威慑，也
将受到北约的监视和威胁。同样受到
北约直接威胁的还有俄罗斯腹地通
向科拉半岛的陆路交通线，以及距离
芬兰边界仅150公里的俄第二大城市
圣彼得堡。而且，随着波罗的海成为
北约的“内海”，今后俄与北约在该区
域的海空较量将更加频繁。

北约迎接新成员的同时，也在为
谁来当下一任秘书长而犯愁。今年2
月，北约宣布现任秘书长、挪威人斯
托尔滕贝格将在今年10月到期卸任。
此前，斯托尔滕贝格在这一职位上的
任期已经3次延长，履职近9年。

俄乌冲突爆发后，他的任期被第
三次延长，原本他将出任挪威央行行
长。有报道称，斯托尔滕贝格卸任后，
可能会接替明年4月任期结束的马尔
帕斯，出任下一任世界银行行长。

随着斯托尔滕贝格任期将尽，遴
选下一任秘书长成为北约的一项要
务。按计划，人选需要在3个月后在立
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敲定。然而，
目前潜在候选人的名单虽然不短，但
其中并无具有明显优势的人选。

一般来说，北约秘书长这个职位
由欧洲人担任，美国人则出任北约最
高军事长官——— 欧洲盟军最高司令。
自1952年设立北约秘书长一职以来，
先后有来自8个国家的13人担任过秘
书长，其中英国、荷兰各有3人出任过
该职务，比利时有2人，意大利、德国、
西班牙、丹麦和挪威各有1人。

上月底，英国媒体曾爆料称，现
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有意竞

选北约秘书长。冯德莱恩在默克尔政
府担任过家庭部长、劳工部长和国防
部长，是德国历史上首位女防长。2019
年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是欧盟历史
上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不过，
冯德莱恩表示自己不适合北约秘书
长这一职位。而且，她的欧委会主席
任期到2024年才会结束。

另一名潜在的热门人选是现任
荷兰首相吕特，他以英国前首相丘吉
尔和撒切尔夫人为榜样，2010年首次
当选首相，当时被称为荷兰92年来首
位出身自由派的首相。在那之后他连
选连任，至今已连续执政近13年。不
过，吕特也表示自己无意赴北约任
职。

北约秘书长人选需要全部31个
成员国认可，拥有担任国家元首或政
府首脑、外长或防长的经历。而且，这
次一些北约国家希望能够出现首位
女性秘书长。另外，鉴于俄乌冲突是
当前北约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下一
任秘书长还必须既支持乌克兰，又不
至于过于立场强硬，以免过度刺激俄
罗斯。

除了冯德莱恩和吕特，其他潜在
人员还包括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罗马
尼亚总统约翰尼斯、英国国防部长华
莱士、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爱沙尼
亚总理卡拉斯、斯洛伐克总统查普托
娃，甚至还有加拿大副总理弗里兰。
其中，后四人均为女性。

不过，这些人选都不理想。比如，
加拿大的选项不符合北约秘书长由
欧洲人担任的惯例；立陶宛、爱沙尼
亚两国极度反俄，两国人选担任北约
掌门不具备代表性，恐将进一步激化
与俄罗斯的矛盾；“脱欧”后英国的选
项，恐怕难以得到欧盟国家的认可。

从历史上看，担任北约秘书长的
人主要来自西欧、即“老欧洲”国家，
只是最近两任才改由北欧国家人士
担任。在欧洲内部，“老欧洲”与中东
欧地区的“新欧洲”国家之间矛盾分
歧不断显现，比如在俄乌冲突问题
上，前者大多倾向于和谈，后者则坚
定地敌视俄罗斯；在欧洲防务和对美
关系上，前者主张欧洲应战略自主，
后者则更趋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东欧的北
约盟国的曝光度和存在感大为增加，
北约也持续加大在东翼的军事力量，
因而“新欧洲”国家在北约和欧盟内
部的话语权有所提升，这些都增加了
北约秘书长的遴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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