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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德国天然气管网运
营商网站 2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方面当天
早晨如期结束“北溪-1”天然气管道的年度检修，恢
复向德国输送天然气。

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发言人向媒体证实这一
消息，并表示最新日输气量大约为 6700万立方米，
为满负荷状态的四成左右。不过，这足以让连日来
因担心俄方切断供气而精神紧张的德国乃至整个
欧洲略松一口气，因为“有总比没有好”。

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发言人 21 日向德新社、
法新社等媒体证实，输气已经恢复。

前一天，“北溪-1”在德国境内运营商卡德天然
气运输公司的网站数据显示，管道在德“上岸
点”——东北部港口城市卢布明的接收终端已收到
指令，将从欧洲中部时间 21 日 6 时（北京时间 12
时）开始从“北溪-1”接收天然气。

按照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的说法，恢复送气后
供应量为检修前水平，即最大输气量的四成左右。
这家合资企业总部设在瑞士，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
份公司（俄气）为控股方，德国、荷兰和法国的四家
能源企业参与投资。

“北溪-1”管道 2011 年开通，包括两条长 1224
公里的并行管道，东起俄罗斯维堡，经波罗的海海
底通向卢布明，再经德国境内两条连接管道传送至
德国各地及其他欧洲国家天然气管网，最大年输气
量 550亿立方米，为当前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
的最主要管道。

“北溪-1”11 日起暂时关闭，进入为期 10 天的
年度检修。德国和欧洲联盟一直担心俄气在检修
结束后不再恢复送气，从而让欧洲当前的能源供应

紧张局面雪上加霜。
俄气6月把“北溪-1”输气量削减六成，理由是

先前由德国西门子公司负责送修的一台管道涡轮
机遭加拿大以对俄制裁为由扣押，未能及时归还俄
方。

“北溪-1”如期恢复送气的消息让德国及欧盟
略松一口气。能源价格不断飙涨，让欧洲倍感压
力。欧洲各国担心天然气短缺会在今冬导致供暖
危机。

德国能源监管机构联邦网络局局长克劳斯·米
勒20日告诉德国电视二台，已提前获知俄气将“北
溪-1”日输气量调为 530 吉瓦时，“这大约相当于
30%的利用率。总比没有好。当然，这不是合同里
约定的输气量”。

第二天确认供气量恢复至四成后，米勒又在推
特上说，“可惜的是政治不稳定性和 6 月中旬开始
减量六成的措施依然存在”。

“北溪-1”后续几个月的供气水平将影响德国

能否存够过冬用的天然气。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20日警告，俄方

准备7月底维修另一台“北溪-1”涡轮机，如果在那
之前德方没能将加拿大送回的涡轮机交还俄方，届
时日输气量可能减半至3300万立方米。

欧盟委员会 20 日提议各成员国 8 月至来年 3
月“自愿”削减15%用气量以保障冬季用气需求，并
希望成员国授权欧盟委员会在俄罗斯切断对欧洲
供气的情况下强制施行用气配给制，以免欧洲受俄
罗斯“讹诈”。

不过，按照普京的说法，欧盟面临能源危机纯
属咎由自取，因为它对俄实施能源制裁、主动关闭
多条输气线路。已经完工的“北溪-2”管道原本能
使俄方直输德国的天然气量翻一番，可大大缓解欧
洲用气需求压力，却因西方阻挠无法开通。

普京说，即使西方决定启用“北溪-2”，也只能
获得原计划一半的供气量，因为俄方已将另一半气
量转供国内市场。 （沈敏）

俄罗斯恢复
四成供气
德国：有总比没有好

这是4月28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拍摄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标识。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0日
宣布，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拟最早于8月
29日搭载“猎户座”飞船升空，执行“阿耳忒弥斯1号”无人
绕月飞行测试任务，若无法实现，则拟于9月2日或5日发
射。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航天局探索系统
开发任务部官员吉姆·弗里2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第一
个发射窗口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29日8时33分（北京时
间 20时 33分）开启，延续 2小时。如果进展顺利，火箭所
载“猎户座”飞船将于10月10日返回地球。第二、第三个
发射窗口将分别于美国东部时间 9 月 2 日 12 时 48 分和 9
月5日17时12分开启，分别延续2小时和1小时30分。

“太空发射系统”升空将标志着美国新登月计划“阿
耳忒弥斯”正式开启。美国航天局今年4月以来开展4次

“太空发射系统”发射演练，暴露出不少问题。最近一次
演练于6月18日至20日开展，过程中出现燃料泄漏、倒计
时意外中断等问题。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航天局官员20日向媒体保证，演
练中出现的问题都已解决，对火箭的测试几近完成。不
过，他们提醒，发射日期可能改变，天气以及火箭自身问
题都可能影响火箭能否如期发射。

按照“阿耳忒弥斯”计划，美国宇航员最早可在 2025
年年底前重返月球。在这之前，美国航天局将开展代号
为“阿耳忒弥斯1号”的无人绕月飞行测试和代号为“阿耳
忒弥斯2号”的载人绕月飞行测试。

1969 年，美国宇航员乘坐“阿波罗 11”号飞船首次登
上月球。在希腊神话中，“阿耳忒弥斯”是月亮女神，也是
太阳神阿波罗的孪生姐妹，美国以此命名新登月计划以
呼应首个载人登月项目，并寓意新计划内容包括实现首
名女性宇航员登月。 （欧飒）

最早8月29日
美国拟定新登月火箭发射日期

新华社法兰克福7月21日电（记者邵莉）
受欧洲央行即将启动十多年来首次加息等因
素提振，欧元对美元汇率近期有所回升。但专
家们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以
及欧洲央行对抗高通胀的政策空间受限、欧元
区增长前景黯淡、重债国家政局不稳等多重因
素很可能进一步打压欧元。

欧元对美元汇率在今年 2 月达到约 1 比
1.15的年内高点后，随着乌克兰危机升级、美国
开始加息而一路下行，7月12日跌至平价水平，
此后又多次短暂击穿这一重要心理关口，不断
刷新20年来的新低。

机构投资者普遍认为，欧洲地缘政治危机
发展进程及欧美央行货币政策差异，是决定欧
元汇率走势的两大关键因素。

今年美联储已三次加息，而且机构投资者
普遍预计，7月底该央行将再加息至少 75个基
点。不仅如此，自6月起，美联储已开始缩减资
产负债表，即减持此前购买的美元债券。

相比之下，欧洲央行刚准备开启加息进
程，缩表还未提上议事日程。而且，为防止在
加息过程中重债国家融资成本上升过快，欧洲
央行计划出台新的购债工具。

法国外贸银行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投资策
略师马布鲁克·舍图阿纳表示，欧洲央行与美
联储加息的差距会给欧元带来进一步的下行
压力。

事实上，2016 年至 2018 年间，美欧曾出
现过货币政策明显背离：当时美国进入加息
周期并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欧洲央行则在

降息并持续进行净资产购买。但在此期间，
欧元对美元汇率甚至出现过长时间的上涨
行情。

分析人士认为，鉴于当前引发欧洲能源价
格暴涨的地缘政治冲突仍在持续发酵，欧元很
难从根本上挽回颓势。荷兰国际集团经济学
家卡斯滕·布热斯基说，在本地区地缘政治紧
张的情况下，欧元疲软弊大于利。

许多投资银行人士表示，疲弱的欧元会进
一步加剧欧洲能源价格的上涨和输入型通胀
压力。即使欧洲重要国家不出现天然气断供，
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也会使欧元区经济陷入
衰退。

6 月 20 日以来，被视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
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TTF）天然气期货主
力合约价格一直在去年同期 6至 9倍的高位运
行。

此外，欧元区重债国意大利的执政联盟面
临危机，也加剧了投资者对欧元汇率前景的担
忧。德国迈世勒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德加·沃
克担心，政府更替可能导致欧元区政府债券市
场“大动荡”。

2002 年 2 月底，随着欧元区成员国本国货
币全面退出流通领域，欧元成为唯一法定货
币。自此，欧元对美元开启了强势升值周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欧元对美元汇率
达到约1比1.60的历史高点。

近期，强势美元和美国紧缩货币政策产生
的负面溢出效应波及欧洲，使欧元及欧元区经
济承受不小压力。

欧洲地缘政治危机延宕预示欧元下跌风险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