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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达喀尔电（记者 王子正）巴马科消息：由塞内加尔河流域组织开
发、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电建）
承建的马里古伊那水电站竣工仪式3日在马里卡伊大区的嘉木地区举行。

马里过渡总理马伊加在竣工仪式上感谢中国和地区各国对古伊那水电
站项目建设的大力支持，感谢中方施工企业为项目实施做出的积极贡献。
他表示，古伊那水电站的建成，标志着地区各国在联手开发地区资源、发展
可再生能源、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新的成果。

中国驻马里大使陈志宏致辞时说，长期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基础设
施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古伊那水电站的建成，为中非基建合作增
添新的光彩，体现了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成果。古伊那水电站坐落
于马里境内的塞内加尔河上。该项目2016年11月正式开工。今年4月，水
电站3台机组全部进入商业运营阶段。项目投产发电后年发电量可达6.21
亿度。

塞内加尔总理阿马杜·巴、毛里塔尼亚总理穆罕默德·比拉勒、几内亚代
总理伯纳德·古穆等出席竣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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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雅加达电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4日说，东爪哇省塞梅鲁
火山当天剧烈喷发，印尼火山监测部门已将火山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
级。目前已有近两千名当地民众被紧急疏散。

印尼国家抗灾署代理发言人阿卜杜勒·穆哈里在一份声明中说，位
于东爪哇省卢马姜县境内的塞梅鲁火山从4日凌晨开始喷发，喷出的
火山灰烟柱高达1500米，喷出物向南和东南方向飘散到卢马姜县多个
乡村。声明说，火山口东南方向13公里以内为危险区域，国家抗灾署
提醒当地民众远离这一区域。

穆哈里还在声明中说，因为火山灰遇雨水可能形成泥石流，印尼国
家抗灾署提醒民众远离火山口东南方向17公里内的河道，不要在河岸
附近500米内进行任何活动。截至当地时间4日16时20分，国家抗灾
署尚未收到有关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卢马姜县抗灾署正联合印尼国家搜救局、军警和志愿者开展搜寻、
救援和疏散工作。据印尼国家抗灾署通报，目前已有1979人被紧急疏
散到11个避难所。

塞梅鲁火山海拔3676米，是爪哇岛最高的火山，也是一座活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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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参考消息》5日登载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报
道《美国的绿色补贴在欧洲引起麻烦》。文章摘要如下：

多年来，欧洲要求世界在减少碳排放方面追随它的脚步。今年8月，美国
联邦政府终于听从建议：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大规模绿色补贴一揽子计划。但
这项《通胀削减法案》不仅没有让欧洲高兴，反而引起一场跨大西洋的争吵。

欧盟主要不满在于，《通胀削减法案》涉及的大量资金指定用于在美国（或
其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商品的公司。

这违背本应约束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的自由贸易原则。美国人理解欧
洲的失望，但毫无歉意。世贸准则遭到公然无视总会让欧洲不满。在一段时
间内，欧洲准备视而不见，觉得为让美国更大力地削减碳排放，违反一点规则
是可以接受的代价。但欧洲的耐心现在已经耗尽。

欧洲仍然希望美国会弱化《通胀削减法案》的保护主义成分。但是，除了
表面上的改变，似乎不大可能发生任何实质变化。这将使欧洲不得不作出反
应。看来没有哪种选择是好的，每种选择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分裂欧盟。

第一种可能的方法是把美国告到世贸组织，寄希望于世贸裁决其新的补
贴非法。这样的争吵漫长、乏味而没有回报。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建议欧洲采取第二种可能的办法：推出自己的大规模
补贴计划来应对《通胀削减法案》。这确实会使竞争环境变得公平——如果欧
洲负担得起。

第三种选择是模仿美国的补贴，但由欧盟提供资金。一些人希望重新评
估“下一代欧盟”计划。这项基金由联合借贷筹集，将主要由富裕国家偿还，但
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支出。仅仅是谈论这样的计划就使欧洲最古老的裂痕重新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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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成员国日前就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出口设置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达
成协议, 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也宣布将与欧盟实施同样限价政策，最快将于12
月5日生效。

业内人士认为，该限价机制能否奏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产油国和国
际市场上买家的反应。若俄罗斯拒不接受，并停止向执行限价的国家出口石
油，这一强行干涉市场的限价机制可能失效，而且将给市场供给侧带来新的不
确定性，增加供应短缺和油价走高风险，本已陷入能源困境、遭受高通胀和滑
向衰退边缘的欧洲经济和民生或再受重创。

限价效果遭质疑
根据这一限价机制，如果俄罗斯向第三方国家出售原油的价格高于上限

水平，那么欧盟和七国集团的企业将被禁止为俄原油运输提供保险、金融等服
务。

按照协议，欧盟将每两个月审查一次该限价机制运作情况，以应对市场变
化，确保价格上限比俄罗斯石油产品平均市场价格至少低5%。欧盟理事会3
日发表公告称，对俄罗斯石油实行价格上限，将限制异常市场状况推动的价格
飙升，大幅减少俄罗斯石油收入，减轻对第三国能源供应的不利影响。

然而，业内人士普遍对该限价机制能否奏效持质疑态度。比利时智库布鲁
盖尔研究所能源政策专家西莫内·塔利亚彼得拉表示，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不
会对俄财政产生太大影响，这一上限很接近俄罗斯乌拉尔原油最近的市场价格。

巴黎智库雅克·德洛尔研究所能源专家阮福永表示，该机制能否奏效，产
油国以及国际市场上买家的反应至关重要。对于欧盟的限价措施，俄方明确
表示不会接受。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此前表示，俄方不会向设置价格上限的
国家供应石油，无论价格上限是每桶60美元或任何其他价格，都是对市场机制
的干扰。

增加供应短缺风险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席伊万·阿布拉莫夫3

日说，对俄石油设置价格上限将导致全球油价大幅上涨。俄方不会遵从每桶
60美元的价格上限，也不会向对俄限价的国家出售石油，只会出售给那些愿意
根据互惠条件合作的国家。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油品事业部总监张龙星对记者表示，欧盟既想
限制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又要防止俄罗斯石油断供。目前欧盟已出牌，后续
要看俄罗斯如何反制，如果俄罗斯激烈反应，自我减产，则市场面临断供风险，
油价将走高。

俄罗斯国家能源安全基金会首席分析师伊戈尔·尤什科夫认为，俄罗斯已
经明确表示不会向执行价格上限的国家出口石油，这意味着俄对外出口可能
减少。在主要产油国决定维持既定减产目标的背景下，全球供应会进一步紧
张，推动油价继续上涨，甚至可能达到每桶120至150美元。

欧盟经济恐遭反噬
观察人士认为，目前欧洲面临能源危机、高通胀以及经济衰退的巨大挑

战。限价举措如果引发俄方反制，进一步改变能源市场走势，可能反噬欧洲经
济。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日前刊文指出，石油限价等西方对俄制裁措施并非
“灵丹妙药”。作为世界主要产油国，如果俄罗斯未来因西方限价而削减石油
出口，有可能导致全球油价大幅上涨，欧洲最终将自食其果。

能源危机和高通胀正导致欧洲经济前景持续恶化。能源价格飙涨给欧洲
工业带来沉重打击，而随着利率上升和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强，投资预期也在
不断减弱。欧盟委员会近日发布的2022年秋季经济预测报告称，欧盟、欧元区
和大多数成员国经济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陷入衰退，明年第一季度经济活动
将继续萎缩。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相比天然气，石油市场全球化程度更高，若该市
场重演欧洲天然气危机，则波及范围将更广泛。石油限价对俄罗斯的伤害越
大，该机制的反噬风险就越大。 新华社记者 陈文仙 康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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