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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国记者在俄罗斯
被捕，这是自1986年以来的头
一遭。”就在俄乌紧张局势不断
升级之际，美俄两国竟又突然
上演了一场针锋相对的“间谍
大戏”。

3月30日，俄罗斯联邦安全
局发布消息称，美国《华尔街日
报》记者埃文·格尔什科维奇在
俄罗斯城市叶卡捷琳堡被拘
留，原因是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此番消息一出，立即引起
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根据俄
媒的说法，格尔什科维奇是《华
尔街日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在
叶卡捷琳堡试图获取秘密信息
时被当场抓获。他按照美方指
令行事，“收集构成国家机密的
关于一家俄军工企业业务的情
报”。俄社交媒体消息称，格尔
什科维奇事发前曾向斯维尔德
洛夫斯克州议员详细打探有关
私人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

俄工业企业、俄对顿巴斯的人
道主义支持以及特别军事行动
的情况。法新社称，莫斯科一
家法院30日已下令拘留格尔什
科维奇至5月底，到期后也可能
延长拘留。根据俄罗斯联邦刑
法，如果最终被判犯有间谍罪，
格尔什科维奇将面临10年至20
年的监禁。

据外媒报道，格尔什科维
奇是美国公民，生于1991年。
于2022年初加入《华尔街日报》
前，他曾供职于《莫斯科时报》
和法新社。格尔什科维奇从事
涉俄报道已有6年时间，俄乌冲
突是他的报道重点之一。他的
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3月28日，
题为《俄罗斯经济开始崩溃》。

对于这一突发的“间谍事
件”，白宫3月30日在一份声明
中回应称，美方对格尔什科维
奇遭拘留“表示最强烈的谴
责”，“俄罗斯政府针对美国公

民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声
明说，美国国务院已就此事与
俄罗斯政府直接接触。格尔什
科维奇的雇主《华尔街日报》则
坚决否认俄方的指控，要求释
放这名记者。但是俄总统新闻
秘书佩斯科夫3月30日特意强
调说：“我再重申一遍——— 他不
是受到了怀疑，而是人赃并
获。”佩斯科夫还表示，但愿俄
罗斯驻美国的记者站不会因为
这件事被关停。

3月30日，俄罗斯副外长里
亚布科夫表示，现在谈论可能
交换格尔什科维奇的问题还为
时过早。

此外，美方还借这一事件
再次强调了对赴俄罗斯旅行的
警告。

俄罗斯《观点报》简要回顾
了俄与西方“间谍战”的历史。
报道称，冷战期间，西方间谍经
常使用记者身份作为掩护，但

他们后来不再这么做了。俄联
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
副主席贾巴罗夫说：“冷战结束
后，西方要么雇用当地人或第三
国公民在外国从事间谍活动，要
么动用本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开
展相关工作。”

贾巴罗夫说：“美国再次把
记者变成间谍职业。我对美国
为何故技重施感到困惑。或许，
美国有经验的间谍已经不够用
了。”他还说，外国记者没有外交
豁免权，因此“格尔什科维奇将
像普通人一样承担责任”。

针对美方让美国人离开俄
罗斯的呼吁，扎哈罗娃回应称：
这大概是在呼吁那些从事间谍
工作的人离开吧！扎哈罗娃在

“电报”社交平台上写道，美方
“忘记在‘美国公民’前面加上
‘从事间谍工作的’这个说明，这
也许是字句中暗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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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在俄被捕 美再发赴俄警告

美俄上演“间谍大戏”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
长崔洪建在接受采访时分析指出，
这是冷战结束后俄美之间罕见的一
起外交事件，其发生与目前的局势
有关，也表明美俄关系在持续降温：

俄方这样做，是要在国际社会
面前进一步揭露美国长期以来执行
的对俄战略，包括情报间谍等等，这
表明现在美俄双方的互信已降至很
低的水平。

这起事件不仅对美国政府，尤
其是对拜登所属的民主党产生负面
效应，也意味着在美国和西方的压
力面前，俄罗斯手中又多了一张可
以对美国施加影响的牌。

美方不会承认被捕的美国记者
是美国的情报人员，只会指责俄方
滥用权力。双方未来在这个问题上
会有一番外交拉锯。

但在外交活动背后，双方其他
部门会有一些接触，这位美国记者
也会成为美俄之间一系列要交换的
人员清单上的新成员。

但是无论怎样，现在美俄双方
的关系或者说双方相处的模式，正
朝着冷战化的方向演变。

■ 专家观点

美俄关系正向
冷战化方向演变

■ 观察

日媒：“去美元化”
助推全球购金潮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发表
题为《“历史性购金”体现的局面
变化》的文章。

文章指出：资金不断向黄金
市场转移。各国央行去年黄金
储备约增加1136吨，创下历史新
高。据世界黄金协会（WGC）统
计，自2011年前后国际市场创历
史新高以来，净购金量居高不
下，维持在400至600吨的水平。

为什么央行不断购买黄金？
WGC认为，自雷曼兄弟公司破
产以来，央行从实际表现中认识
到黄金是一种抗危机资产，随着
地缘政治风险和通胀威胁加剧
而加速买入。

对于一些国家而言，“与美
国的对立”促使它们将所持资产
从美元转向黄金。

关于央行向黄金回归的背景
因素，东京海上资产管理公司的
平山贤一列举了两个变化。

首先，在人、财、物方面，世
界加剧脱钩。在资金领域，与环
球 银 行 间 金 融 通 信 协 会
（SWIFT）保持距离的结算圈正
在崛起。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证明信用的）黄金这一实物资
产被重新审视。

另一个变化是，抑制通胀成
为各国主要目标，债券和股票之
间从负相关性转变为正相关性。
过去，当股价暴跌等危机发生
时，当局会放松货币政策，从而
提高债券价格上涨预期。但是，
如果把重点放在抑制通胀上，情
况就和以前不同。“作为寻求分
散效应的替代投资选项，黄金受
关注度提高。”

个人投资者本能地觉察到
变化。从欧美金条、金币等实物
投资图来看，2008年跃升至300
多吨，去年超过400吨。即使利
率上升和美元走高的逆风袭来，
潮流也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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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个国家或组织
去美元化进程加速。

●据环球网援引《印度教
徒报》4月1日报道，印度外交部
当天宣布，印度和马来西亚已
同意用印度卢比进行贸易
结算。

●此前，巴西政府3月29日
表示，已与中国达成协议，不再
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而是
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

●3月28日，东盟各国财长
和央行行长正式会议在印度尼
西亚开幕。会议的首要议题是
讨论如何减少金融交易对美
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依赖，
转向以当地货币结算。

2023年2月16日，黎巴嫩贝鲁特，黎巴嫩储户在账户被冻结后袭击了一家私人银行。资料照片

反对美元霸权

全球“去美元化”进程加速 美元
钞票

东盟
将增加本币结算

当地时间3月31日，为期4天
的东盟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在印尼巴厘岛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的
一项议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
注，即推进“去美元化”的事宜。有
与会代表提出，东南亚国家应增
加本币在贸易或投资中的使用，
以减少对美元等货币的依赖。

拉美
希望筹建共同货币

今年1月，巴西总统卢拉与阿
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同时宣布，
两国将就创建共同货币启动准备
工作，并将邀请拉美地区的其他
国家加入，以促进地区贸易、减少
对美元的依赖。这一动议也得到
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
长王晋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
出，这意味着，东盟和拉美主要国
家都希望和美元“拉开距离”。

印度宣布
和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
可用印度卢比结算

当地时间4月1日，印度外
交部发表声明称，印度和马来西
亚已同意用印度卢比进行贸易
结算。印度外交部表示，除了现
有其他货币结算模式外，印度和
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现在可以
用印度卢比进行结算。

印度媒体称，这一决定是印
度向去美元化迈出的具有决定
性意义的一步，同时，此举也是
为了保护印度贸易不受俄乌冲
突的影响。去年7月，印度央行
决定，允许使用印度卢比进行国
际结算。

2022年7月印度储备银行
决定，允许以印度卢比进行国际
贸易结算。印度储备银行的这
一举措旨在促进全球贸易的增
长，并支持使用印度卢比的贸易
行业的利益。

《印度教徒报》称，印度外交
部宣布这一消息的背景是，官方
正在努力保护印度贸易免受乌
克兰危机的影响。脱离美元这

一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表明印
度愿意在国际贸易中去美元化
采取切实措施。

巴西抛开美元
与中国直接本币结算

据环球网援引法新社3月
30日报道，巴西政府3月29日表
示，中国和巴西已达成协议，不
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而以
本币开展贸易。

报道称，这项协议让作为美
国经济霸权顶级对手的中国，和
拉丁美洲最大经济体的巴西可
以直接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和金
融交易，用人民币兑换雷亚尔，
反之亦然，而不是通过美元这一
中间货币进行兑换。

报道说，该协议是在北京举
行的中巴高层商业论坛后宣布
的，今年1月，双方曾就此达成
初步协议。

巴西贸易和投资促进局在
一份声明中表示：“预计这将降
低成本，同时促进更大的双边贸
易，并为投资提供便利。”

在3月30日举行的外交部

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
巴西政府3月29日表示，巴西与
中国达成了一项协议，未来可
采取本币进行贸易，不再一定使
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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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宁表示，我们认为，中国
和巴西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建立，
有利于中国与巴西两国企业和
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
交易，促进双边的贸易投资便利
化。具体问题建议请向中方的
主管部门了解。

美联社报道称，最新数据显
示，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
伴，占巴西进口总额的五分之一
以上，其次是美国。2022年中
国 与 巴 西 的 双 边 贸 易 额 达
1714.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
万亿元），同比增长近5%。中国
也是巴西最大的出口市场，占巴
西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今，巴西是中国在拉美最大的
投资接受国，主要是在高压输电
线路和石油开采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