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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印度洋中的一滴泪”之称的斯
里兰卡，最近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9日爆发抗议
活动。斯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和
总理拉尼尔·维克拉马辛哈均表示将辞
职。根据斯法律，如果总统和总理都辞
职，议会议长最多可担任临时总统30天，
并在这段时间内组织选举活动选出新总
统。随后，总统任命总理，但总理同样需
要获得议会认可。斯政局动荡短期内将
持续，其原因是长期积累起来的。

从爆发抗议到冲击总统官邸

7月9日，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爆发
抗议活动。抗议者突破路障，冲进总统
官邸，要求总统辞职。总统戈塔巴雅·拉
贾帕克萨被护送至安全地区。同一天，
一些抗议者还闯进斯里兰卡总理拉尼
尔·维克拉马辛哈的私邸纵火。

在此情况下，维克拉马辛哈9日下午
举行紧急政党会议，讨论解决方案。会
上，多数政党领导人要求总统和总理都
辞职，并尽快组建各党派参与的临时政
府。随后，维克拉马辛哈表示愿意辞职，
以利于组建各党派参与的新政府。

9日晚，斯里兰卡媒体援引斯里兰卡
议长阿贝瓦德纳的话称，总统已告知议
长，他将于7月13日辞职。阿贝瓦德纳
表示，为了维持和平过渡，整个国家保持
和平至关重要。10日，斯里兰卡多名部
长也宣布辞职。

7月9日，斯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
克萨和总理拉尼尔·维克拉马辛哈均表
示将辞职。但对于这个国家是否能走出
政治混乱和经济危机，外界疑虑重重。

分析人士指出，从5月9日斯里兰卡前
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辞职，到7月9日
总统和总理双双表示将辞职，斯里兰卡局
势大变的背后，是持续难解的经济危机。

从通胀加剧到政府宣布“破产”

今年以来，斯里兰卡粮食、油气、药

品等严重短缺，食品价格大幅上涨，通货
膨胀不断加剧，经济濒临崩溃。斯政府
此前宣布“破产”，学校也被迫关门，民众
不满情绪持续累积。根据世界粮食计划
署数据，在该国约2200万人口中，超过
620万人面临食品短缺，约61%的家庭不
得不减少食品消费。

今年5月，时任总理马欣达·拉贾帕
克萨辞职，随后维克拉马辛哈出任总
理。不过，这并没有能够化解该国经济
面临的困境。科伦坡大学政治学荣休教
授贾亚德瓦·乌扬戈达说，面对不断恶化
的经济危机，斯政局今后一段时间可能
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未来的新领导人
同样将面临严峻挑战。

分析人士认为，斯经济状况近年来
不断恶化，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内因方面，斯里兰卡曾遭受英国殖
民统治，殖民经济的遗毒导致该国经济
至今仍严重依赖茶叶和橡胶等少数几种
农作物，单一的经济结构导致其抵御风
险的能力较弱。2021年，斯政府推动有

机农业发展，下令禁用化肥。尽管该禁
令此后在民众的不满声中放松，但据专
家测算，该禁令使斯水稻年产量减少约
43%，橡胶、椰子和茶叶等经济作物出口
减少40%。不少农民失去了收入来源，
农作物减产导致食品价格飙升，大量民
众生活陷入困境，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冲
击更大。

外因方面，斯里兰卡经济很大程度
上依赖外汇收入，其生产资料和生活必
需品高度依赖进口。旅游业是斯外汇的
主要来源之一，新冠疫情暴发后，前往斯
旅游的国际游客人数出现断崖式下跌，
尽管2021年整体形势有所好转，但也不
及疫情前水平。受疫情影响，斯里兰卡
外汇的另一重要支柱——海外务工人员
汇款也大幅减少。两者叠加，导致斯外
汇收入大减。斯里兰卡财政部今年5月
发布数据显示，该国可用外汇储备已降
至不足5000万美元。

今年2月以来，乌克兰危机升级等因
素导致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

使得本就外汇紧张的斯里兰卡更加难以
进口足够的粮食和能源，从而使其国内
通胀问题持续恶化。斯里兰卡6月通胀
率达到创纪录的54.6%，食品通胀率更是
高达80.1%。维克拉马辛哈7月初表示，
未来几个月该国通胀率将达到60%。

葡萄牙《公众》日报网站日前刊文
说，“斯里兰卡的问题具有本国特色，主
要由内因引发，但其崩溃也与一系列错
综复杂的全球现象密不可分”。

“双赤字经济体”该如何破局？

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工作文件曾一
语道破斯里兰卡陷入当前危机的根本原
因：“斯里兰卡是典型的双赤字经济体”。

“双赤字意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支出
超过其国民收入，且其可贸易商品和服
务的生产力不足。”分析人士认为，斯里
兰卡这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源于历
届政府经济管理不善，造成“双重赤字”，
危机在一系列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被
引爆。

之前，旅游业一直是该国重要的经
济支柱，但震惊世界的2019年恐怖袭击
事件令该国旅游业遭到重创。祸不单行
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下，该国旅游业一蹶
不振。俄罗斯《观点报》援引俄东方研究
所专家莫西亚科夫的话说，疫情和全球
通胀首先打击最脆弱的国家。“现在的世
界形势是，最发达国家面临经济困难，而
对于弱国来说，这实际上是死刑，无法想
象斯里兰卡将如何摆脱这种局面。”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斯里兰卡局势
仍然“很不稳定”，总统和总理辞职后留
下的权力真空如何填补，临时政府能否
顺利组建并得到议会和民众认可，都还
有待观察。

从长期来看，斯里兰卡要想彻底走
出经济危机，还需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燕磊
综合新华社

五六块砖头互相垒起，在间隙处插
上三四根木柴，用易燃的草或者纸点燃
后再架上铁锅开始做饭。在斯里兰卡生
活近四个月的郭善，对耗时两三个小时
的做饭方式逐渐习惯。“反正现在生意不
好做，也不缺时间，我的邻居早就没有煤
气了，目前用柴火烧饭很正常。”

《赤道环游记》中，马克·吐温曾这样形
容斯里兰卡：“除了雪，这里拥有一切。”然
而，这个拥有2200万人口的南亚岛国当
前正因为局势动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在当地的中国人生活、工作是否受到
影响？7月1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联系上在斯里兰卡的部分中国人。

“我目前不住在科伦坡，现在我们这
里除燃油断了、没有煤气、每天停电外，
安全还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出生于哈尔
滨的郭善曾从事客栈行业，转行做珠宝
生意之后，他与妻子前往斯里兰卡，目前
居住在著名的宝石城贝鲁瓦拉。

郭善说，斯里兰卡的局势动荡已持

续了一段时间，但恶化的程度却是他未
曾预料到的。

“贝鲁瓦拉的车排队加油排了好几
公里，有好几个司机油还没加上，人已经
没了。”郭善告诉记者，司机突发疾病、抢
油打架的事时常发生。

当地每天要停电四五个小时，郭善
囤了一罐煤气。“但煤气不舍得用啊，现

在我做饭都是用捡来的木柴烧火。我的
邻居是一个快80岁的泰米尔奶奶，看我
们做饭困难也会主动给我木柴，本地人
现在都在摊位上卖柴火了，以前从来没
有过（这种情况）。”

因为妻子怀孕，郭善近期并无回国
的打算，他告诉记者：“目前就是吃得不
太好，不过水果、海鲜、牛奶供应是充足

的，蔬菜是因为燃油断了，送不过来，不
过听说也快有了。”

虽然不受断电的困扰，但在斯里兰
卡首都科伦坡生活了十多年的李殿奎，
明显感受到了科伦坡不同于往年的“变
化”。“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从年初就比
较明显了，现在社会经济基本上处于停
摆的状态。”李殿奎说，“目前生活在斯里
兰卡的华人大概有1000多人，之前有不
少人已经回国了。”据李殿奎介绍，华人
互助小组在斯里兰卡是比较多的，“在国
外遇到问题大家需要互相帮助，我遇到
什么事情，更多的时候是求助朋友。”

“最近在当地生活越来越不方便
了。”李殿奎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由于缺乏能源，油和电都短缺，自
己的活动半径基本上都限制在两三公里
范围内，出远门是很不现实的事情。“想
给车加油都是按天来排队的，排到也不
一定能加得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边雪

经济濒临崩溃政府宣布“破产”

总统总理均表示将辞职
局势动荡的斯里兰卡何去何从？

留在斯里兰卡宝石城的中国人：

燃油断供煤气短缺在当地捡木柴烧饭

郭善在当地用
木柴烧火做饭。
（受访者供图）

7月5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三轮车排队等待加油。新华社发

记者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