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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下调原油产量预期美国下调原油产量预期
本报纽约电 记者张伟报道：美国能源情报署

（EIA） 日前在其短期能源展望中表示，今明两年美
国原油产量将略低于此前预期，今年原油消费量将与
去年持平，而 2015年消费量将出现上升。

该机构预计，今明两年美国原油产量将分别为每
日 839 万桶和每日 916 万桶，原油产品消费量将分别
达到每日 1889万桶和 1899万桶。

EIA 还预计，进口石油和石油产品占美国石油总
需求的比例将在 2015 年之前降至 25%，为 1971 年以
来最低水平。

奥地利游客来源日趋多元
本报维也纳电 记者谢飞报道：据奥地利最新统

计显示，2013 年奥共接待外国游客 3680 万人次，同
比增长 1.9%，游客来源多元化日趋明显。

数据显示，2013 年奥地利接待的外国游客中，
来自中东欧国家的游客占到了 12%，亚洲游客也逐步
成为赴奥旅游的重要力量。2013 年，来自阿联酋的
游客数量增长了 14%，来自东南亚和中国的游客也分
别增长了 14%和 15%，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游客增长最
快，去年增幅达 24%。

欧元区国家中
德国贫富差距最大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刘键报道：匈牙利总理欧
尔班日前在与匈牙利电讯公司签署 《数字化伙伴协
议》 时表示，匈牙利政府将与业界共同投资，在
2018年实现所有家庭接入宽带因特网。

欧尔班总理表示，希望借此使匈牙利走在数字化
前列，成为欧洲最现代化和通讯设施最完善的国家之
一，以此提高匈牙利的社会发展效率和竞争能力。匈
牙利电讯公司目前是匈牙利最大的通讯服务商，德国
电讯是其最大股东。

匈牙利加快数字化步伐匈牙利加快数字化步伐

3月 17日，中韩两国代表出席在韩国一山举行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第十轮谈判。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十轮谈判当日在韩国一山开幕，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和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审议官禹

泰熙分率中韩代表团出席会议。谈判将持续一周。中韩双方将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技

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展开磋商。

新华社发

新西兰统计局最近发布的统计数据令人振奋。数据

显示，2013 年中新两国双边贸易总额高达 182 亿新元，同

比增长 25%，中国首次成为新西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

大出口市场。

这两个第一，可谓来之不易。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已

保持新西兰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23 年之久。中新经贸合

作快速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无疑是中新自贸协定。该协定

自 2008 年签署和实施以来，随着其制度性优势逐步显现，

中新两国已经形成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中新自贸协定是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签署并实施的第

一个自贸协定，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

协定。新西兰自然资源丰富，农、林、牧业发达，乳制品一

直是其出口的拳头产品。中国这方面的需求正与日俱

增。同时，中国劳动力优势明显，加工制造能力较强，能

够与新西兰形成互补。中新自贸协定为双方经贸合作提

供了制度性保障，使双方的产品和服务能以更优惠的条

件进入对方市场，两国消费者也因此得到更多实惠。

自贸协定的实施，使中新双边贸易呈跨越式发展。

自贸协定实施 5 年来，新西兰的乳制品、肉类产品对华出

口均实现 500%以上的大幅增长，木材也实现了 300%的增

长。如此增速，超出了当初最乐观的估计。

中新两国间的合作深入，不仅体现在贸易领域，还体

现在投资、产业合作和人文交流等方面。中新双向投资

活跃，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或正准备赴新西兰投资

兴业。两国正发挥各自产业优势，全面推进农牧业、林

业、家电、服装等领域的合作，并促进教育、旅游、环境、咨

询等领域的交流。中国已连续 10 年成为新西兰外国留学

生的最大来源，同时还是新西兰第二大和增速最快的游

客来源国。人文交流的扩大为中新关系可持续发展创造

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坦言，“中新关

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树立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互利共赢的典范。”

中新多领域合作为新西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作

出了贡献。最新统计显示，乳业的快速发展正成为新西

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今，新西兰出口的乳制品中，

半数输往中国市场；新西兰的对华出口中，40%是乳制

品。新西兰主流媒体认为，新西兰正在借力中国，实现经

济快速增长。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站在新起点上的中新合作，尚需

培育金融、清洁能源等新的合作增长点，同时加强食品安全

监督、食品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充实完善的合作机制，

不断提高的合作水平，将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大福祉。

开启中新合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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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柏林德国经济研
究所（DIW）日前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经济增长
稳定强劲，就业市场形势喜人，但德国仍是欧元区国家
中财富分配最不平均的国家。

据统计，2012年德国人的净资产总数约为6.3万亿
欧元，其中房地产为5.1万亿，是个人资产构成的主要形
式。40%的德国人居住在自己的房产中，还有10%的人
拥有地产、度假寓所或商业房产。在德国，最富的人群平
均财产为81.7万欧元。然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约五分
之一的德国成年人没有任何财产，约7%的人负债远高于
财产。2012年德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78，排名甚至高于
以贫富差距知名的法国（0.68）和意大利（0.61）。

另外，东西德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仍然十分明显，西
德人财产比东德人高一倍不止。数据显示，西德成年
人的平均财产占有额为 9.4 万欧元，而东德成年人仅
为 4.1 万欧元。从自用房产的平均价值看，西德人约
占有 15.1万欧元，而东德人仅有约 8.8万欧元。

相比 2002 年，2012 年德国失业者的平均财富减
少了几乎一半，他们的净资产从 2002 年的 3 万欧元降
至 2012 年的 1.8 万欧元。此外，德国男性平均资产为
9.7万欧元，比女性要高 2.7万欧元。

自 1984 年以来，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社会经济
调查组”（SOEP）每年对德国社会经济问题进行跟踪
调查。

□ 徐惠喜□ 徐惠喜

日本内阁府最新数据显示，2013 年日本经济增速
达 1.5%。日本总务省的数据也显示，2013 年通胀率达
0.4%，是 2009 年以来首次出现物价正增长。按日本央
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在 2014 年 1 月份的预期中值，
日本通胀率还将在 2014 年、2015 年分别达到 3.3%、
2.6%。这些都表明，日本已基本走出通缩阴影。

尽管日本在中短期内再度陷入通缩的可能性较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安倍经济学”已经成功在望。相反，
在解决通缩问题的同时，“安倍经济学”正在制造着更大
的滞胀风险。这种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短期来看，引发经济滞胀的风险点有两个。
其一，消费税上调将使经济减速、物价上涨。2014

年 4 月，日本将面临消费税改革的闯关，届时消费税将
从 5%上调至 8%。虽将辅之以缓冲政策，但在短期内，由
于消费需求在事前透支，以及事后受到抑制，日本经济
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同时，由于消费税率上调，也将
出现 CPI通胀率上升。从近期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成员的预期中值来看，2014 年，仅消费税改革对通胀率
的贡献就将达到 2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大部分通胀都
将来自消费税改革。

其二，日元汇率贬值将导致进口成本上升，从而对
供给环节造成负面冲击，带来进一步通胀。国际大宗商
品是以美元定价的，而长期以来日本严重依赖于大宗商
品的进口，2012 年日本的能源自给率已下降至 13%。因
此，日元汇率 20%多的贬值，直接效应将是进口成本显
著上升，并引发通胀。今年 1 月，日本矿物燃料进口的总
价值同比增长 22.6%，其中 20.1%是因为价格的上涨

（主要是因为日元对美元贬值）。但是，安倍之前所预期
的，是需求复苏带来的通胀，并未把进口成本提高导致
的通胀算进去，这正是问题所在。

从日本国内供给面来看，滞胀的风险点更需要引发
关注：

一、在走出通缩阴影的同时，日本经济供给能力的
瓶颈正在凸现，这实际上是经济潜在增速没有改善的表

现。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数据，2013 年 12 月，日本产
能利用率指数已达 101，这是 2011 年大地震以来的最
好表现；而大地震时期的产能利用率高，主要是因为产
能受到破坏。

截至 2014 年 1 月，日本已经连续 19 个月出现贸易
逆差，而且逆差仍在逐步放大。2013 年全年，日本的贸
易逆差接近 1200 亿美元。今年 1 月，逆差进一步达到
269 亿美元，这是 1979 年有数据以来的最大单月贸易
逆差，即使剔除汇率贬值因素，这一规模也非常巨大。贸
易逆差，既是国内超额需求的反映，也是国内供给能力
不足的表现。供给能力不足，显示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速
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

二、“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的储蓄率下降、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疲弱，这些都可能使潜在增速水平在中
长期出现恶化。

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日元汇率的大幅贬值，使得日
本金融资产价格飙升。在股票市场上，日经 225 指数在
2013年上涨了 56.73%，显著的财富效应，加上消费税即
将上调的确定性预期，都激发了日本居民的消费热情。与
此同时，日本财政政策保持扩张，2013 年日本国债余额
首次突破 1000 万亿日元。居民消费、政府支出的扩张，
挤出了私人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另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日本私人企业的设备投
资从短期来看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但从中长期来看，
会在供给面提供新的潜在产出能力。因此，日本私人企
业设备投资增速疲弱，不但显示企业仍缺乏信心，而且
还预示潜在产出水平缺乏改善，甚至可能出现恶化。

综上所述，“安倍经济学”刺激需求的成效虽然已经
显现，但随着总需求的释放，供给瓶颈正在成为问题。从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来看，中长期的供给能力修复也难言
乐观。因此，如果“安倍经济学”再不重视结构改革，日本
经济的滞胀风险将有可能转变为现实。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安倍经济学”正制造滞胀风险
徐奇渊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最新数据显示，
2014 年沙特的大米进口量预计将近 130 万吨，比去年
的 126万吨增长 3%。

大米是沙特人食用的主要粮食品种，人均年消费量
约 42 公斤，且全部依赖进口。虽然富裕人群大米消费
量有所下降，但因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增长，沙特的大
米消费总量一直不断增加。印度是沙特主要的大米来

源地，去年供应量为 87.5 万吨，同比增长 2%。但是，受
到美国大米的冲击，印度大米占沙特的市场份额同比下
降 1.1 个百分点至 69.2%。美国 2013 年向沙特出口大
米 约 13.6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9% ，所 占 市 场 份 额 达 到
10.8%。近期，印度大米因供应紧张价格有所上涨，3 月
份涨幅高达 20%，美国和巴基斯坦大米借机占据了更
多沙特市场的份额。

沙特大米进口需求旺盛

本报讯 记者李红光报道：EMC 公司日前发布
2014年中国市场发展战略时称，将巩固和扩大传统数据
中心市场份额，引领数据中心向云计算、大数据转型。

EMC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叶成辉表示，
在中国市场，目前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及社交等第
三方平台为基础的技术领域正向各个行业渗透，这将带
动相关硬件、软件和服务市场维持高速增长。EMC将
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客户向第三方平台顺利转型。

EMC 发布最新中国市场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