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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央行行长离职，

留下一串未知

黎巴嫩央行行长离职，

留下一串未知
毕振山

执掌黎巴嫩央行 30 年的里亚德·萨拉马，7 月 31 日正式

结束行长任期。30 年来，他见证了黎巴嫩的繁荣，也经历了

多次危机。当他离去时，黎巴嫩依然困难重重，他自己也官司

缠身。

现年 73岁的萨拉马出身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曾经担

任美国大型投行美林银行的副总裁。1993年，萨拉马出任黎

巴嫩央行行长。彼时，黎巴嫩刚刚结束内战，百废待兴。萨拉

马领导黎巴嫩央行，于 1997 年确定了黎巴嫩镑与美元 1507.5

比 1 的固定汇率。21 世纪初，黎巴嫩经历了一段经济快速增

长时期，黎巴嫩央行吸收美元外汇储备、稳定汇率的举措，对

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助力作用。

然 而 在 2019 年 ，黎 巴 嫩 出 现 金 融 危 机 ，货 币 加 速 贬

值。黎巴嫩的海外侨民数量远远多于国内人口，侨汇收入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与此同时，黎巴嫩经济还严重依

赖外部援助。但由于经济恶化，来自外国的投资和侨汇减

少，富人阶层也将美元资产转移到海外，导致黎国内美元出

现短缺。

与货币贬值相伴随的是公共债务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

最终引发 2019年 10月的大规模抗议示威，黎巴嫩政局从此动

荡不安。2020 年 8 月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大爆炸，此后新

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不断冲击黎巴嫩经济，导致黎经济衰

退、物价飞涨、食品药品等严重短缺。

据联合国的数据，2022 年有近 80%的黎巴嫩人生活在贫

困线以下。世界银行的报告则称，2022年黎巴嫩的国民生产

总值只相当于 2018年的 39.9%。

面对经济危机，黎巴嫩政府指责央行政策不透明，萨

拉马则表示政府没有尽到改革的责任。针对美元资金外

流，黎巴嫩政府 2020 年曾对该国金融体系进行审计，并计

划取消银行保密制度。但萨拉马领导的央行并没有完全

配合审计。

2021 年 4 月，黎巴嫩检察官对萨拉马及其兄弟拉贾展开

调查，怀疑他们涉嫌腐败和洗钱。法国的一些律师根据同样

理由也向法国国家金融检察院起诉萨拉马。萨拉马当时表

示，他在法国的所有财产都是在出任央行行长之前获得的，并

曾多次出示相关文件申报财产来源。

也是在 2021 年，萨拉马为稳定汇率，推出了外汇交易

平台 Sayrafa。但是，这一平台被指责不够透明，为不法套利

行为提供机会，世界银行也认为这是萨拉马搞的一个“庞

氏骗局”。

2022 年 3 月，黎巴嫩一名检察官以资产非法增加罪起

诉萨拉马。法国、德国和卢森堡扣留了关联萨拉马的 1.2

亿欧元资产。一个月后，黎巴嫩时任副总理宣布黎巴嫩央

行和中央政府正式破产，但萨拉马否认央行破产。同年 5

月，联合国一份报告批评黎巴嫩央行应该为该国经济危机

负责。

2023 年 2 月，黎巴嫩央行将黎巴嫩镑对美元汇率调整

为 15000 比 1，但仍远高于黑市汇率。到 3 月 14 日，黑市上

黎巴嫩镑对美元汇率跌破了 100000 比 1。同样在 3 月，黎

巴嫩政府正式对萨拉马及其兄弟拉贾提起诉讼，罪名包括

贿赂、欺诈、洗钱、挪用公款和逃税等。5 月，国际刑警组

织应法国和德国要求，向黎巴嫩签发了对萨拉马的红色通

缉令。

如今萨拉马正式离职，他否认针对自己的指控，否认自己

该对国家的危机负责，并说自己是黎巴嫩政坛精英们抛出来

的“替罪羊”。黎巴嫩法律禁止引渡本国公民到海外受审，萨

拉马的命运如何还存在变数。

但是对黎巴嫩这个国家来说，危机很可能还会继续。黎

巴嫩总统空缺已经有 9 个月，各方始终无法就新总统人选达

成一致。对于萨拉马的继任者，各派也迟迟没有选出，只能由

央行第一副行长瓦西姆·曼苏里担任代理行长。

曼苏里表示，央行将呼吁政府逐步淘汰萨拉马推出的外

汇交易平台 Sayrafa，并取消固定汇率政策。他还有意进行一

系列金融改革。但是在政治僵局无法打破的情况下，曼苏里

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作为还有待观察。

梁凡

7月 27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2年亚

洲气候状况》报告指出，亚洲升温速度高于全

球平均水平，洪水和干旱交替发生，造成严重

的经济损失与环境灾难。

就在该报告发布的同时，在广袤的亚洲大

地上，高温、暴雨、干旱正在轮番上演着……

一

韩国消防部门 8 月 2 日发布的一项统计

显示，从 5 月 20 日至 8 月 1 日，今年夏季韩国

的持续高温天气已导致 23 人死亡。据韩联

社统计，仅 7 月 29 日到 30 日两天，韩国就有

至少 15人因中暑丧生。

从 7 月底开始，韩国多地发布高温预

警。到上周末，多个城市报告了今年以来的

最高气温。韩国行政安全部于 8月 1日 18时

将高温预警级别从之前的“警戒”级上调至

“严重”级，韩国上一次把高温预警级别上调

至“严重”级还是 2019年。

日本的高温状况也不遑多让。日本总务

省消防厅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日本各地持续

高温天气影响，截至 7月 30日的一周时间里，

日本全国因中暑被送入医院的人数为 11765
人，为去年同期的 1.8倍。当周因中暑死亡人

数为 18人。

日本气象厅 8 月 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
月日本全国平均气温较往年基准值（1991 年

至 2020 年平均值）高出 1.91 摄氏度，创自

1898年开始统计以来气温上升最高值。

伊朗政府发言人 1 日表示，由于罕见的

高温天气即将来临，伊朗宣布 8月 2日和 3日

为全国公共假日，政府办公室、银行等设施暂

停运营，同时建议老年人和儿童等人群，尽量

待在家里防止中暑。

而在南亚和东南亚，屡创纪录的高温更

是从今年 4 月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缅甸、

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多地最高气温超过 40 摄

氏度；据《印度时报》7月报道，印度北方邦和

比哈尔邦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 46 摄氏

度，热浪已造成约 170人死亡。

二

在气候变暖加剧的背景下，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更加频发，且强度增加。有研究表明，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亚洲的季风格局和降水模

式，包括降雨量和降雨时间。

从上周开始，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的

超强台风“杜苏芮”一路向西北而来。在菲律

宾，“杜苏芮”造成至少 26 人遇难，受灾人数

超过 245万人，上百个城镇进入灾难状态。

就在“杜苏芮”冲击刚结束之时，另一超

强台风“卡努”已在日本冲绳登陆。据日本媒

体报道，台风“卡努”已导致冲绳县 2人死亡、

60 人受伤。此外，台风还造成冲绳约百分之

30 住户停电，部分地区手机信号不畅，大面

积航班停飞、轮渡停航。

日本气象厅警告，“卡努”带来的强降水

可能导致海水水位暴涨，沿海和入海口低洼

地点可能被淹没。

其实，早在这两场台风到来前，很多亚洲

国家就已经在这个夏季遭遇了暴雨及其带来

的洪水侵袭。

韩国自 7月初以来便一直遭受暴雨的持

续“冲刷”。这轮强降雨共导致韩国 15 个市

道的 111个市、郡、区上万人临时转移。韩国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 7月 25日发布数据显

示，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上午 6点，连续强降雨

已造成 47 人死亡、3 人失踪，近 2 万人临时疏

散避险。

在南亚，巴基斯坦、印度近日都遭遇了暴雨

袭击。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7月29日发布

报告说，自6月25日以来，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

在该国造成至少173人死亡、260人受伤。据印

度媒体同日报道，截至当天，印度中部特伦甘纳

邦的强降雨和洪水已经造成23人死亡。

三

比利时紧急灾害数据库（EM-DAT）的

数据显示，亚洲洪水事件总数已经从 1970~
1980 年的 303 起增加到 2011~2020 年的 1541
起。同期，干旱事件总数从 85 起增加到 152
起。气候变暖不仅加剧了强降水，同时也使

得部分地区的干旱更加严重。

世界气象组织 7 月 27 日发布《2022 年亚

洲气候状况》报告警示，亚洲升温速度高于全

球平均水平，1991年至 2022年亚洲变暖趋势

几乎是 1961年至 1990年的两倍。

报告显示，2022 年亚洲平均气温比 1991
年至 2020 年平均气温高出约 0.72摄氏度，而

亚洲 1991 年至 2020 年的气温平均值比国际

气象组织 1961 年至 1990 年气候变化参考期

的平均值高出约 1.68摄氏度。

报告称，2022年亚洲发生了 81起与天气、

气候和水相关的灾害，其中 83%是洪水和风暴

事件，有 5000 多人丧生、5000 多万人直接受

灾，经济损失超过了 360亿美元。此外，亚洲

许多地区也都经历了比常年更严重的干旱。

报告预计，亚洲大部分地区极端气候事

件发生频率及其严重程度都会继续上升，从

而危及亚洲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

事实上，从今年 4 月开始持续至今的高

温，已经威胁到了棕榈油、稻米、咖啡豆等东南

亚主要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长。据数据分

析，东南亚几乎所有地区的水稻都将因高温干

旱而减产，而冬季水稻的产量尤其危险。

以泰国为例，据专业机构预测，该国今年

的大米产量可能下降 6%，糖和橡胶的产量也

将受到影响，今年泰国农业经济综合损失可

能超过 6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 124.8亿元）。

此外，据媒体统计，近几个月来，越南、斯

里兰卡、孟加拉国、菲律宾、印度、泰国等南

亚、东南亚地区国家相继因热浪席卷被迫采

取各种限电措施，对当地快速发展的制造业

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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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干旱与暴雨洪水轮番登场，升温速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尼日尔军事政变的“表”与“里”

管窥天下G

阅 读 提 示
尼日尔军事政变是近年来此起彼伏的西非地区国家“政变回潮”中的最新案例。无论

西共体最终选择“动武”还是“不动武”，西共体本身面临的分裂危险都已迫在眉睫，西非地

区局势也将变得更紧张、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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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文萍

2023 年 7 月 26 日，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

发生军事政变，原本是承担保卫总统职责的

尼日尔总统府卫队却成为发动政变的主角，

扣押了 2021年上台执政的民选总统巴祖姆。

7月 31日，政变军人又逮捕了执政党 180名成

员，包括原能源部长、矿产部长等多位高官。

其后，政变军人宣布成立“保卫祖国国家

委员会”接管国家事务，而政变军人领导人、前

总统府卫队长奇亚尼则就任该委员会主席。

尼日尔军事政变是近年来此起彼伏的西

非地区国家“政变回潮”中的最新案例。此

前，该地区的马里（2020 年 8 月、2021 年 5 月）

和布基纳法索（2022年 1月、9月）两国各自在

不到一年内发生两次军事政变，还有几内亚

（2021年 9月）军事政变，几内亚比绍（2022年

2月）未遂军事政变，等等。

军事政变为何发生

尼日尔政变军人对外发布的政变“理由”

是，“尼日尔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政府对于经济

和社会治理不力”。而实际上，这一面上的“理

由”折射出的，是尼日尔军方与文官政府间矛

盾的日益激化，特别是在国家面临反恐和安全

局势动荡以及经济社会危机的关键时刻。

据悉，此次发动政变的尼总统府卫队长

奇亚尼将军，是前任总统的亲密盟友，自

2007 年以来就一直担任总统府卫队长这一

要职并在 2011年晋升为将军。

然而，近来齐亚尼与现任总统的关系日

益紧张，且传出总统巴祖姆想要将其解职的

风声。于是，面临“被解职”危险的卫队长采

取了先下手为强的策略先“解职”了总统。

除了齐亚尼将军与巴祖姆总统间的个人

恩怨外，近年来由于西非萨赫勒地区的反恐

形势日益严峻，军方常常抱怨总统对军方的

反恐支持力度不够（军饷及军备的预算不

足），并对文官政府的治国能力感到不满。

可以说，正是这些掺杂了个人恩怨的种

种矛盾，最终点燃了政变引信。

另外，尼日尔政变也与近年来西非地区

国家频繁政变的传导和“示范”效应有关。特

别是马里、布基纳法索等国此前发生的政变

及其政变军人最后的成功上位，都对尼日尔

军人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激励”作用。

大国阴影挥之不去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军事政变在西非地

区的“回潮”，还伴随着当地反对法国势力的呼

声上涨以及俄罗斯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扩大。

西非地区国家历史上多为法国殖民地，

上世纪 60年代取得独立后，原宗主国法国仍

通过军事安全、政治外交、经济贸易以及社会

文化等“四根纽带”来维系其对原殖民地国家

的控制。

时至今日，虽然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和社

会文化等三条纽带已经日渐式微，但法国凭

借其在西非地区众多的军事基地及自 2013
年开始在萨赫勒地区开展的强势反恐行动，

希望把法国与该地区的“军事安全”这一纽带

再次牢牢系紧。

然而，法国近十年来在西非地区的反恐

行动成效不彰。十年反恐，越反越穷，越反越

乱，让当地老百姓根本看不到安全和发展的

希望。该地区民众的反法情绪因此不断抬

头，而政变军人也有借“夺权”将矛头指向法

国并最终赶走法国驻军的意图。

尼日尔总统巴祖姆，就被尼反对派质疑

其过于“亲法”。因为当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政

变军人上台后要法国驻军卷铺盖走人时，是

巴祖姆顶着压力“力排众议”，同意从马里和

布基纳法索撤出的法国军人部署到尼日尔。

7 月 30 日，上千名支持政变的尼日尔示

威民众包围和冲击法国驻尼日尔大使馆，焚

烧法国国旗，并喊出“法国滚蛋”和“欢迎俄罗

斯”的口号。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欧美国家、联合国、

西共体以及非盟等国际或地区组织众口一词

同声谴责尼日尔军人政变的时候，俄罗斯雇

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领导人普里戈津则

对尼日尔政变军人赞赏有加，称这一政变是

“好消息”，是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获得“早该

获得的解放”的时刻，并表示愿意为尼日尔恢

复秩序“提供服务”。

西共体面临分裂危险

1975年成立、共有 15个成员国的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简称西共体），是非洲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以加强区

域一体化、促进成员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

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与合作为宗旨，也同时肩

负着维持西非地区集体安全与稳定的重任。

尼日尔政变发生后，西共体第一时间发

声谴责，要求恢复尼的原有宪政体制，并很快

在 7 月 30 日举行了首脑特别峰会，要求尼政

变军人将权力交还给原有民选政府。峰会决

定还表示，如果尼军方未能在 7 天内交出权

力，西共体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使用武

力恢复该国宪法秩序。

西共体峰会的决定刚一公布，与尼日尔政

变军人站在一起、处境相似的布基纳法索和马

里过渡政府就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表示对尼日

尔的任何军事干预都等同于对两国宣战。这

一强硬表态直指西共体对尼“军事干预”的选

项，是对西共体强硬“威胁”的“反威胁”。

当地时间 8 月 1 日，西共体官网披露，西

共体国防参谋长委员会将于 8 月 2 日至 4 日

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会议，讨论尼日尔的

政治局势。既然是国防参谋长委员会级别的

军事会议，估计将讨论西共体军事干预、以及

如何应对布基纳法索和马里过渡政府强硬联

合声明的具体细节和军事方案。

当地时间 2 日晚，尼日尔政变军人领导

人奇亚尼发表电视讲话说，其不接受所有来

自西共体的制裁，也不会在地区和国际压力

下恢复总统巴祖姆的职务，不屈服于来自任

何一方的威胁。

可以说，无论西共体最终选择“动武”还

是“不动武”，西共体本身面临的分裂危险都

已迫在眉睫，西非地区局势也将变得更紧张、

更复杂。

（作者为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浙江越

秀外国语学院特约研究员）

当地时间8月2日10点30分，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始发的首列“燕赵号”中越班列抵
达越南河内安员车站，标志着这一运输线路顺利连通。图为抵达越南河内安员车站的首列

“燕赵号”中越班列。 新华社记者 胡佳丽 摄

西班牙：城堡与月亮
这是当地时间 8月 1日晚在西班牙塞哥维亚拍摄的“超

级月亮”和塞哥维亚城堡。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231头
南非森林、渔业和环境部部长芭芭拉·克

里西8月1日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南非共有

231头犀牛遭到盗猎犯罪分子杀害，但仅有31

名盗猎犯罪分子被定罪。南非是世界上犀牛

数量最多的国家，但由于非法交易的存在，盗

猎犀牛的活动屡禁不止。

3.8%
据外媒报道，英国全国建房互助会 8月 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7月平均房价同比下

跌 3.8%，为金融危机结束后最大跌幅。全国

建房互助会首席经济师罗伯特·加德纳说，近

月来按揭贷款利率上行，抑制潜在买家的购

房需求。据报道，自2021年底以来，英国央行

已经 13次加息，这推高了抵押贷款成本。目

前最常见的固定利率贷款超过了6%。

260万平方公里
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

月中旬，南极海冰面积较1981~2010年的平均

值减少了260万平方公里，这一数字几乎与阿

根廷国土面积相当，处于有记录以来的最低

水平。据报道，每年 2月底，也就是南极大陆

的夏季，南极海冰面积都会缩减到最低点。

海冰会在冬季重新形成。但今年 7月南极冬

季，海冰并没有恢复到接近预期的水平。

（郭济 辑）

欧元区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长0.3%
欧盟统计局日前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

年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0.3%，欧盟GDP
环比零增长。图为近日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人们从商业街上
的促销广告前走过。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