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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断电危机

李俊霖

燃料供应不足、电厂设备故障，

频频引发全国性停电危机——这样

的事情竟在当今时代反复上演，令人

唏嘘。

最近，古巴多地再次陷入大规模

停电。首都哈瓦那街道路灯骤然全

熄，交通信号灯停摆，医院启动备用

电源以维持运转。街区一片漆黑，居

民需打着手电筒出行。自 2024 年 10

月以来，这样的全国性停电在古巴已

经发生了 4 次，长达数个小时的区域

滚动停电更是常态。另有资料显示，

过去 10年间，古巴经历大小停电无数

次，最长的一次持续超过 72个小时。

大停电凸显了古巴电力系统的

脆弱性，也再一次让美国制裁的恶劣

后果浮出水面。

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

政 府 对 古 巴 采 取 敌 视 政 策 。 1961

年，美古断交。1962 年 2 月，美国对

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

运，不仅禁止美国企业与古巴做生

意，还威胁制裁与古巴有经贸往来的

其他国家，企图从经济上彻底扼杀古

巴。至今，这场单边制裁已延续了

63 年，堪称“美国外交政策中最长久

的系列制裁”。

从燃料、粮食、日用品、药品到资

金，美国的封锁几乎覆盖古巴各个领

域。能源领域更是首当其冲，这一方

面导致当地发电燃料长期处于严重

短缺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古巴难以引

进先进的发电设备和技术，已有设备

也得不到更新维护。

古巴当前的发电设备大多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当前能正常运行的

热力发电机组低于 50%，发电厂也大

多超出了计划运行寿命。自 2019 年

以来，古巴曾先后从土耳其租用了

8 艘浮动发电船，但由于燃料短缺，

部分发电船运行能力受到影响。

近年来，在古巴电力系统本就岌

岌可危的情况下，美国又进一步加紧

了对古巴的制裁。主要内容包括，激

活 1996 年颁布的《赫尔姆斯—伯顿

法》第三条，加强对古巴的封锁，尤其

是切断了古巴使用外汇、通过国际金

融体系购买能源燃料的渠道，并规定

任何停靠古巴的船舶在半年内禁止

停靠美国等。

此举进一步加重了古巴电力困

境：短短几年间，加拿大企业谢里特

公司缩减了在古巴的电力投资；美国

通用公司也因为向古巴发电厂提供

涡轮叶扇，被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

制办公室罚款 270 万美元。

美国对古巴实施的长期全面制

裁与贸易禁运，是造成该国电力系统

频频崩溃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持续数年的经济

制裁和能源短缺危机，还深度渗透古

巴经济运行的各个层面，严重伤害了

古巴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由于长期

缺电，古巴工业系统极不稳定，工业生

产频繁中断。制糖、烟草等国民支柱

产业时常因断电限产停产，企业开工

率极不稳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导致

古巴经济陷入衰退泥潭。此外，双位

数的通货膨胀率和剧烈震荡的汇率也

持续推高当地生产生活成本。2024年

古巴经济增长率为-1.9%，仍未恢复至

疫情前水平。

在美国制裁下，古巴深陷“能源

短缺—电力瘫痪—经济失血”的闭环

困境，使其难以积累充足的资金和技

术，以实施有效的自救措施。

其实，古巴并不是个贫油国。尤

其是最近几年，古巴不断探明新的石

油矿藏。但这些油田主要集中于北部

墨西哥湾深水区，陆上及近海资源则

多为高黏度重质原油，开采成本高且

需要较为复杂的提炼工艺；深水开发

更依赖深海钻井平台等尖端技术。在

美国长期制裁阻碍下，古巴难以像其

他石油生产国一样，正常获得设备、技

术与资金支持，导致开发进程迟滞。

根据古巴国家统计和信息办公室此前

公布的数据，古巴每天大约需要 12.5

万桶石油，自给率还不到三分之一。

同样的一幕也出现在古巴可再生

能源转型进程中。为摆脱能源结构

单一问题，古巴提出恢复国家电

力系统的计划（SEN），并将

重点放在增加可再生能

源发电特别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方

面。古巴计划到 2028 年建成 92 座光

伏园区，发电量超过 2000 兆瓦。同

时，风力发电和生物质发电也被列入

新能源转型规划中。但就目前来看，

这些新项目虽然仍在推进，但进展普

遍缓慢，资金短缺导致项目屡屡延期。

事实上，无论是发掘更多传统能

源，还是进军新能源领域，专家们都

给出过不少解决方案。但只要算一

算账就会明白，这些方案基本都超出

了古巴的经济承受能力。古巴独立

顾问埃米利奥·罗梅罗指出，国家电

气系统“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需

要 1 亿美元才能完全重新激活古巴

能源系统”。

在这种情况下，他国援助算得上

古巴为数不多的“救命稻草”。从 21

世纪初开始，委内瑞拉按照加勒比石

油计划等协议或以医疗服务为交换

条件，以优惠价格向古巴提供石油。

自 2018 年起，墨西哥也通过运油船

周期性向古巴运送石油。除此以外，

中国也向古巴新能源项目提供投资

或援助，近期中国援助古巴的 35 兆

瓦太阳能光伏电站设备项目首批物

资已正式交付。

然而，这种外来援助不仅受到美

国严密监管甚至制裁，也存在高度不

稳定性。

自 2015 年起，委内瑞拉由于自

身危机大幅削减对古巴的石油出口，

造成古巴能源供应出现巨大短缺。

2024 年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出口

量 与 2023 年 相

比 大 幅 下 降 了

42%。自今年

2 月 起 ，委 内

瑞 拉 重 新 增

加 了 对 古 巴

的 石 油 供 应 ，

但 距 离 补 齐 古 巴

发电所需的能源缺

口仍相差甚远。

以今年 2 月 28

日 的 大 规 模 停 电

为 例 。 古 巴 国 家

电 力 联 盟 的 报 告

称，当日发电量为

1695 兆瓦，而最大

需求为 3250 兆瓦，

缺 口 高 达 1555 兆

瓦 。 在 电 力 短

缺 情 况 下 ，古

巴 部 分 地 区

每 天 停 电

时 间 甚

至 长 达 8 个 小 时 。 停 电 导 致 居

民冰箱里的食物变质，空调无法使

用，许多医疗设施无法正常运转，严

重威胁当地的公共卫生安全。此外，

全国逾三成中小学校被迫实行半日制

教学，工人工作时间也不得不缩短，社

会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巨大冲击。

要真正解除古巴断电危机和当

地人民的困境，关键还是在于打破美

国的制裁枷锁。

当前，美国“以大欺小”已遭到国际

社会普遍反对。一个典型案例是，自

1992年以来，联合国大会连续 32年通

过结束美国对古巴封锁的决议，投赞成

票的国家从最初的59个增至2024年的

187个，仅美国和以色列反对，堪称联合

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正如古巴民

众在社交媒体上的呼声：“我们需要的

不只是电，更是尊严。”

但遗憾的是，本届美国政府再次

重拾“极限施压”战略，不仅废止了前

一届政府对古巴制裁的部分豁免条

款，还叠加实施多项新型制裁，比如

将古巴重新纳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名单，发布《限制名单》以及启动针对

古巴医务人员的签证限制等措施。

虽然，古巴政府为解决自身电力危

机采取了不少措施，但综合来

看，受制于自身实际困难与美

国“长臂管辖”，古巴能源“长

夜”依旧漫漫。

以终为始

肖

瀚

终 局 思 维 是 现

代管理学未曾言明的

前提。

所 谓 管 理 ，是 指

克 服 行 为 的 随 机 性 ，

通 过 计 划 、组 织 等 行

为，合理分配和协调组

织资源，以实现目标。

其中的关键，是最后两

个 字 —— 目 标 。 而 从

方法论上讲，整个流程

是倒过来的，首先要设

立 一 个 最 终 目 标 ，而 后

持续地以目标为导向规

范、调整当下的行为，避

免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

金钱和精力等被耗散。由

此不难看出，管理的核心

是“目标管理”，而“目标管

理”的本质是“终局思维”。

美国作家哈尔·赫什

菲尔德在其著作《终局思

维：站在未来设计你的当

下》中指出，人类生存在一

个由过去、现在、未来 3 个

维度构成的坐标系中。对

过去的记忆和解释、对未来

的想象和设计，在相当程度

上决定了你是谁以及你要

成为谁。每个人当下的行

为和思想都会受到规划的掌控、约束

和塑造。这种以终为始的思维方式，

就是人类特有的自我管理能力。

“未来自我”是理解这本书的一

个关键概念。作者认为，管理能力的

强弱，取决于当下自我与未来自我之

间的关系。如果当下自我与未来自

我之间处于弱连接状态，未来自我就

难以引领当下自我，人们的选择与决

策也将陷入无序状态。反过来说，只

要连接得当，对“未来自我的叙事”就

可以成为一种特别的能量，为当下自

我赋能。

现代管理学创始人彼得·德鲁克

曾多次提到，其在青少年时代曾受过

一种使他受益匪浅的训练——为自

己撰写墓志铭：让少年人想象自己站

在生命的尽头回望一生，郑重地思考

自己的人生理想，倒逼其分解达成

目标的进程，进而实现纵跨整个人

生的自我管理。这也是“终局思

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当然，对更多人来说，提前

为自己撰写墓志铭实在是有些

惊悚了。于是，作者在书

中又给出了一些相对温和

的建议。

《终局思维：站在未来

设计你的当下》一书中提到

了一个试验：研究人员将受

试者划分为两个群体。第

一个群体会先来到一个特

殊的房间。在这里，他们将

戴上 VR 眼镜，与虚拟的、

年 迈 的 自 己 说 上 几 分 钟

话。之后，再把他们带到另

一个房间，让他们填写调查

问卷。第二个群体则省略

了前一个步骤，直接填写调

查问卷。问卷中有一些问

题是关于财务决策的，包括

“如果你现在收到 1000 美

元，你会如何分配这笔钱”

“你会为了奖励现在的自己

而进行短期投资，还是会选

择长期储蓄，以确保未来的

自己得到照顾”等。两个群

体的调查结果差异非常大，

与年迈的自己对话过的受

试者在财务决策上会更倾

向于长期储蓄，而另一组则

没有表现出明显偏好。

后来，研究人员又与

一家大型银行合作，他们给

大约 5万名银行客户发送邮件或者短

信，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投钱给自己的

个人养老金计划账户。在这个过程

中，其中一半的客户“见到”了未来的

自己。事实证明，那些见到未来自己

的人，不仅增加了向账户缴款的金额，

还增加了他们的储蓄金额。

据此，作者认为，如果想与未来

自我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不妨与未来

的自己多对话。现在市面上有不少

智能软件，可以根据人们当前的样貌

模拟出未来的样子，因此普通人在家

中也可以进行类似的自我训练。

此外，作者还给出了关于细化时

间线的建议：与其以年为单位来考虑

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天为

单位来考虑。研究结果显示，那些认

真思考该如何安排 1万天以后退休生

活的受试者，比那些只思考如何安排

30 年以后退休生活的人，开始做储蓄

计划的时间早 4 倍。作者认为，这其

中的原因在于，一天感觉很短，一年

感觉很长，如果精神上的“穿越”按天

计算，会给人更强的紧迫感，从而更

有效地增强当下自我与未来自我的

联系。

事实上，无论是提前写下的“墓

志铭”，“与年迈的自己对话”，还是以

天为单位思考未来，试图阐述的都是

同一个道理：管理，无论是组织管理

还是个人管理，都应当以终局为前提

和参照系。

当然，要成为一名卓越的管理者，

仅读这本书还不够。但懂得终局思维

和未来自我，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一只背包的“非洲之旅”
阮周围 陈思汗

在坦桑尼亚的大市场里，每当

看到路过的人们身上背着自家厂里

生产的背包，龚伟华的目光就挪不

开了。

1985 年出生的龚伟华，现任湖

南沅江长盈皮具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从 2016 年开始，他就在广东办厂

做箱包生意。如今，他的生意早已

漂洋过海，在万里之外的非洲闯出

了一片天地。

与非洲结缘，始于 2019 年龚伟

华的一次赴非市场调研。长达两个

多月的时间里，他带领团队调研了

8 个国家的箱包市场。“非洲人出行

爱背包，商户几乎没有拖欠货款的

习惯，做生意非常直爽。”龚伟华说。

在非洲街头市井的烟火气中，

在沿街商铺、小贩涌动的市场里，龚

伟华敏锐地察觉到这里蕴含着强劲

的发展脉动。

这里不同于国内箱包市场竞争

异常激烈的环境让他当即决定，一

定要闯闯非洲市场。

转眼间，几年已经过去。龚伟

华的箱包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和新潮

设计“圈粉”无数非洲友人。目前，

他的产品已经出口到坦桑尼亚、肯

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等多个非洲

国家。目前公司月平均出口 20 多万

只箱包到非洲，2024 年对非出口额

共计 1.6 亿元，在当地市场的占有率

持续提升。

耕耘非洲市场多年，龚伟华也

见证了当地消费者的观念变化：“随

着非洲经济发展，当地人的眼光、喜

好也在改变，过去很多人喜欢又大

又硬的包，现在普遍追求设计新颖、

材质耐用的产品。”

2023 年 6 月，龚伟华将公司从外

地搬回家乡沅江，三层楼高的厂房

占地近 4000 平方米。记者在厂房看

到，经过裁剪、缝制等环节，一只只

双肩包被制造出来，等待质检。

一只只箱包漂洋过海，见证了

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的日益深化。

作为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湖

南是中部地区对非经贸合作最活跃

的省份之一。近年来，湖南与非洲

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合作规

模持续扩大。

“现在，在政府的支持下，越来越

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开拓非洲市场，我

们不再是单打独斗了。”龚伟华说，

“对外贸易的支持政策越来越多，我

们也结识了更多非洲客户。”

随着中非经贸蓬勃发展，像箱

包 、打 火 机 等 价 格 优 、质 量 好 的 中

国商品持续走红非洲市场，越来越

多民营企业从中发现商机。

目前，龚伟华正在筹划建设箱

包产业园，吸引加工、材料生产、物

流等上下游企业入驻。通过前期沟

通，已有来自江苏、广东等地的 6 家

上游企业愿意入园。

去年，龚伟华又带领团队去非

洲参展。他回忆道：“参展期间，我

拿到了 6000 多万元人民币的订单。

非洲市场潜力广阔，我当初的选择

是对的。”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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