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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共体向尼日尔政变军人下通牒：

一周内交权，否则或动武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刊文称，法国
人减少了红酒消费；西班牙人开始对食用
油精打细算；德国肉类和牛奶的消费量已
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意大利的意面价格
大幅上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计算，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落后于
除爱达荷州、密西西比州以外的美国任何
一个州。有外媒说：“欧洲人越来越穷了。”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08年金融危
机以来，欧元区经济总量仅增加6%，而同
期美国经济累计增长82%。15年间，欧元区
经济体量从几乎与美国相当，发展到当前
被美国超过近一倍。这一现象背后是近年
来欧洲经济接连遭遇困境的现实。

受新冠疫情冲击，欧元区GDP2020年
第二季度环比下滑11 . 8%，为1995年以来
最严重的萎缩。当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
总量同比分别下滑6 .8%和6 .4%。2021年，
欧元区和欧盟经济虽有所复苏，但未能恢
复到疫情前水平。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欧洲经济再
次受到显著冲击。去年下半年，多个欧盟
成员国能源价格和通胀率飙升。欧盟统计
局数据显示，去年四季度欧元区GDP环比
零增长，欧盟GDP环比萎缩0.1%。

今年以来，欧洲经济增长徘徊在停滞
边缘。一季度欧元区GDP环比增长0 .1%，
欧盟GDP环比增长0.3%。多数经济学家预
测，欧洲经济面临下行风险。

经济增长乏力影响欧洲社会的购买
力。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当前欧盟消费
支出约占全球的18%，美国占28%；而15年
前，欧盟和美国各占全球消费支出的四分之一左右。

俄乌冲突导致欧洲能源供应紧张，并产生一系列连
锁效应。去年以来，在美国战略裹挟下，欧盟跟随美国对
俄推出多轮制裁，包括对俄煤炭、石油产品、天然气等实
施禁运，严重扭曲供应链，影响欧盟自身经济增长。与此
同时，欧洲通胀水平屡创新高，多国通胀率一度连续数月
高达两位数。

在美国拱火下，俄欧能源逐渐“脱钩”，欧洲对美天然
气需求飙升。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
2022年欧盟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占总进口量的41%，
比上一年增长154%。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欧盟
从美国进口额增长53.5%，一大原因是能源贸易增加和能
源价格暴涨。

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批评美国能源价格的“双重标
准”，指出美国液化天然气对欧售价是美国市场的数倍。
为降低运营成本，欧洲多家铝、锌冶炼厂被迫关闭，大量
粗钢产能被迫闲置，制造业遭遇重大打击。

美国还推出《通胀削减法案》，以高额补贴推动电动
汽车和其他绿色技术在美国本土的生产和应用。这严重
破坏欧洲经济的“有生力量”，不少欧洲主要企业已将生
产部门向美国迁移，令欧洲面临“去工业化”风险。比利时
企业联合会欧盟事务负责人约里斯说：“这些补贴是保护
主义，是美国人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 据新华社

西共体实施制裁

西共体领导人7月30日在尼日利亚
首都阿布贾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尼日尔
政变军人在一周内释放巴祖姆并让他
恢复履行总统职权，否则，西共体将采
取“一切措施”恢复尼日尔宪法秩序。

“这类措施可能包括使用武力……”会
议公报说，西共体成员国国防部长届时
将立即会晤。包括尼日尔在内，西共体
共有15个成员国。

西共体轮值主席、尼日利亚总统提
努布说：“我们没有时间发出警告信
号……是时候行动了。”西共体和由8个
西共体成员国组成的西非经济货币联
盟当天宣布制裁措施，包括关闭同尼日
尔的边界，禁止商业航班前往尼日尔，
暂停同尼日尔的商业和金融转账，冻结
尼日尔官方资产，停止援助，冻结尼日
尔政变军人资产并禁止旅行。

巴祖姆7月26日遭总统卫队部分军
人扣押。当天深夜，政变军人代表宣布
成立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解除巴祖姆
总统职权，由军人政权接管国家事务。
联合国安理会7月28日发表声明，强烈
谴责政变，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巴祖
姆。地区国家、非盟、美国和欧盟等谴责
政变，拒绝承认军人政权。

乍得总统去斡旋

西共体紧急峰会召开前一天，尼日
尔政变军人警告，峰会目标是批准同一
些西共体之外的非洲国家和某些西方
国家共谋发起一次“迫在眉睫的军事干
涉”。政变军人发言人阿卜杜拉曼说：

“我们要再次提醒西共体或者其他冒险
家，我们保卫祖国的决心坚定。”

法新社说，尚不清楚西共体是否以
及会如何使用武力。去年，西共体国家
同意组建一支地区安全部队，以打击极
端武装并阻止军事政变。然而，这支联
合部队如何组建、资金从哪里来，连轮
廓都没有。

尼日尔总理乌穆罕默杜说，西共体
制裁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缘由是尼日尔

严重依赖国际伙伴帮助克服财政困难。
政变发生时，穆罕默杜身在国外。他在
法国首都巴黎接受法兰西24电视台采
访时说：“我清楚尼日尔的脆弱性。从我
过去担任财政部长时，到出任总理后，
我清楚尼日尔经济和财政状况。这个国
家无法抵御这类制裁。”

据路透社报道，乍得总统代比在峰
会期间同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会晤，主
动提议前往尼日尔同政变军人对话。尼
日尔国家电视台画面显示，代比抵达并
同政变军人见面。尼日尔前总统伊素福
7月30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有意同政
变军人谈判，让巴祖姆恢复总统职权。

法国使馆遭冲击

数以千计的尼日尔民众7月30日在
首都尼亚美的议会大楼外集会，展示对
政变的支持。按路透社的说法，示威者
受到政变军人邀请。一些人走向法国大
使馆，呼喊“打倒法国”等口号。示威者
伊德里萨说：“我们来这里表达对法国
干涉尼日尔事务的不满。尼日尔是一个
独立的主权国家，所以，法国的决定对

我们没有任何影响。”
一些示威者试图爬上法国大使馆

的外墙，另一些人焚烧法国国旗。路透
社说，这一场景与去年9月邻国布基纳
法索发生政变后法国大使馆的遭遇相
似。法新社报道，有人拆掉法国大使馆
的标牌，丢在地上踩踏。警方驱散了示
威者。一些照片显示，法国大使馆围墙
着火；一些人被送上救护车，腿上有血。

法国政府谴责针对使馆的暴力活
动，说任何袭击法国侨民或者法国利益
的行为将招致迅速且强硬回应。法国外
长科隆纳告诉卢森堡广播电视台，当天
下午形势重回平静，法方暂时不作撤侨
打算。法国外交部说，尼日尔有大约600
名法国侨民。

长期以来，尼日尔是西方国家在萨
赫勒地区反恐的关键盟友之一。打击对
象包括“基地”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在
尼日尔都有驻军，担任军事教官，或参
与反恐。法国驻军1500人，美国驻军1000
人左右。尼日尔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之一，铀矿资源丰富。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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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7月30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对尼日尔政变军人实施制
裁，并要求其一周内释放遭扣押的总统巴祖姆并让其重新执政，否则可能使用武
力加以解决。同一天，支持政变的示威者冲击法国驻尼日尔大使馆，被警方驱散。

7月30日，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参加西共体紧急会议的西非国家领导人合影。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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