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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急跌 俄央行压力倍增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廖伟径

在俄罗斯央行宣布自 12 月 16 日起
将基准利率提升至 17%后，俄罗斯货币
卢布汇率出现了短暂反弹，但 16 日下午
再次急剧下挫，在首次跌破 70 卢布关点
后，一度跌至 80 卢布兑 1 美元，最高跌

幅达 17.8%。近两天来，卢布汇率起伏
如同过山车，市场弥漫着悲观紧张气
氛，俄罗斯央行压力倍增。

此轮卢布波动的直接诱因是国际石
油价格继续探底。明年1月份交割的北海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日前已重挫 1.11 美
元至每桶 59.95 美元，短期内油价回升
无望打击了卢布汇率企稳的努力。阿联
酋能源部长穆罕默德·马兹鲁伊指出，在
国际油价“跌穿”40 美元/桶之前，石
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维持不减产的
决定，并至少等待 3 个月再考虑召开紧
急会议。除油价因素外，俄总统新闻秘
书佩斯科夫强调，卢布大幅贬值是由市
场情绪及投机心理造成的。此前俄总统
普京也指出，俄政府清楚这些投机者的
身份,并有对他们施加影响的手段。

由于加息举措并未有效阻止卢布跌
势，俄央行的应对策略也在俄国内引发
争议。一方面，加息是情势所逼不得不
为。俄央行第一副行长什韦佐夫坦承:

“现在是危机时刻，我们不得不在坏与
更坏之间作出抉择。”俄杜马预算和税
收委员会主席马卡罗夫认为,央行大幅
加息之举是当前形势下的惟一可行措
施，他对俄央行操作的专业性表示了肯
定。另一方面，加息的有效性受到质
疑，同时带来的负面效应也难以忽视。
俄 罗 斯 股 指 RTS 指 数 在 16 日 大 跌
19%，创 1995 年以来最大跌幅。市场
人士认为，俄央行能动用的政策工具不
多，俄外汇储备虽然余额不少，但也远
非央行可以全部动用以支持卢布。同
时，大幅加息增加了企业的破产与违约
几率，导致俄银行业金融风险增大。俄
罗斯工业与企业家协会主席、经济学家

布尼奇指出，俄央行在金融危机和经济
衰退面前宁可选择后者。

对于如何走出当前困局，俄罗斯各
界纷纷开出了自己的“药方”。近日，俄
议员向杜马提出了有关采取紧急措施支
持卢布的议案，其中包括要求企业家将
一半的外汇收入强制结汇等激进措施。
俄杜马预算和税收委员会主席马卡罗夫
则呼吁俄民众不要急于将手中的卢布兑
换成美元，他指出现在入市换汇存在风
险，即使是专业人士也难以规避损失，
民众不应拿自己的积蓄冒险。

16 日晚，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召
开政府经济工作会议，决定要在俄央行
加息后跟进一系列配套措施，以稳定经
济形势。参加会议的经济发展部部长乌
柳卡耶夫表示，当前保持央行和政府行
动的一致性十分重要，有关举措旨在保
证俄国内货币市场的供需平衡。为此，
俄央行需向俄银行加大货币流动性支
持。他透露，未来俄政府将积极支持银
行业，使其有能力保证快速结算、向高
质量的借贷人继续提供贷款服务。与此
同时，俄政府还将出台系列额外举措，
对银行加强调控监管。乌柳卡耶夫透
露，会议并未讨论有关外汇管制的措
施。俄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认为，当前
危机也给俄带来了机遇，俄经济应减少
对石油的依赖，利用这一契机推动发展
本国制造业，创造就业，更多依靠国内
要素发展。

本报塔什干电 记者李垂发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
日前正式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双方签署了经济贸易合作
协定，以进一步深化乌俄两国的经贸合作，推动两国经
贸关系迈上新台阶。为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乌俄两国
将在以下领域采取一系列新举措。

一是进一步扩大投资和贸易合作。据统计，15 年
来，俄向乌投资达 80 亿美元，最近 5 年内投资额共计
60 亿美元。2013 年双边贸易额为 40 亿美元，如果将
天然气贸易计算在内，则达 70 亿美元，2014 年 1 月至
9 月双边贸易增长 8%，为 30 多亿美元。目前，在乌合
资企业达 900 家，其中俄独资企业为 150 多家。双方
认为，尽管两国当前贸易发展势头良好，但尚有巨大
潜力有待挖掘，双方应采取进一步措施扩大贸易投资
合作。

二是俄罗斯将免除乌兹别克斯坦所欠大部分债
务。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累计欠下
俄罗斯的债务达 8.9 亿美元，两国就债务偿还问题曾
多次谈判，一直未能达成协议。按照俄罗斯的法律规
定，不允许向债务国提供贷款援助，因此，债务问题
成为阻碍俄乌两国发展经济合作的重要障碍。为削除
这一不利因素，两国经过艰难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俄
将免除乌所欠债务共计 8.65 亿美元，其余 2500 万美
元由乌偿还。

三是进一步扩大能源合作。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

坦此次签署了能源合作大单，俄将扩大对乌能源领域
投资和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能源合作是俄乌的重要领
域。近 10 年内，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向乌石油领域投
资已达 30 亿美元，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用于乌天然气地
质勘探的投资达 3.9 亿美元。此次访问期间，俄乌达
成协议，到 2039 年前，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将投资
50 亿美元，用于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天然气田的开
采；同时将新建大型天然气加工厂，工厂建成后年加
工天然气将达 80 亿立方米。

四是相互扩大开放本国市场。首先，扩大乌向俄
农产品出口。乌兹别克斯坦盛产蔬菜水果，但目前
加工能力不足。俄罗斯同意向乌提供资金和技术，
在乌修建农产品加工厂，其成品将向俄罗斯出口以
取代俄罗斯从欧洲的进口。其次，扩大汽车和纺织
品贸易合作，俄罗斯扩大从乌的汽车和纺织品进口
量。汽车和纺织品曾经是乌向俄出口的重要商品，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近年来这一出口出现大幅减
少的趋势。

五是乌兹别克斯坦将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由贸
易区。按照俄罗斯的计划，明年 1 月 1 日欧亚经济联
盟将正式启动运行机制。到目前为止，乌兹别克斯坦
仍未决定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两国元首此次达成协
议，乌将与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磋商
谈判。

乌俄多举措深化双边经贸合作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陈建报道：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
知识产权指标》显示，2013 年世界专利申
请量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其中中国专
利申请量高达总量的 32.1%，增幅 26.4%，
均居世界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
佛朗西斯·高锐说：“全球知识产权申请趋
势反映了更大范围的经济图景，各国经济
的不同表现正在全球创新领域留下印记。”

报告显示，2013 年世界专利申请量为
257万件，比2012年增长9%，其中包括171
万件居民申请和86万件非居民申请。从行
业分布看，计算机技术的专利申请占总量
的7.6%，电气机械占7.2%，测绘占4.7%，数

字通信占4.5%，医疗技术占4.3%。
这份基准性报告所收集的知识产权数

据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美国
和 日 本 受 理 的 申 请 分 别 占 世 界 总 量 的
32.1%、22.3%和 12.6%，位列世界前三位，
而欧洲专利局的世界份额则降至 5.8%。
报告认为，中国和美国的知识产权申请量

增长尤为强劲，欧洲和日本则出现不同程
度的下滑，表明知识产权申请量正折射出
许多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报告显示，2013 年世界有效专利量约
为 945 万件，其中美国拥有 239 万件，占世
界总量的 26%，紧随其后的是占 19%的日
本。2013 年世界专利授权量约为 117 万

件，仅实现 3.1%的温和增长，与前 3年的强
劲增长相比有较大差距。报告指出，这主
要是因为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
减少，日本特许厅的专利颁发也出现放缓。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推广知识产权政
策、服务、信息和合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成立于 1967年，目前有成员 187个。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欧盟统计局日
前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今年 10 月份，欧元区对外商品
贸易顺差为 240 亿欧元，高于上个月的 165 亿欧元外贸
顺差；欧盟对外商品贸易顺差为 76 亿欧元，高于上个月
的 27 亿欧元外贸顺差。今年 10 月份，欧元区和欧盟的
商品出口环比分别下降 0.3%和 0.7%，商品进口环比分
别下降 1.3%和 1.4%。

欧盟能源产品贸易逆差与机器和汽车产品贸易顺差
继续同步减少。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9 个月，欧盟能源
产品贸易逆差由去年同期的 2844 亿欧元下降到 2586 亿
欧元，机器和汽车产品贸易顺差由去年同期的 2034亿欧
元下降到 1895亿欧元。

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增幅最大，与美国的贸易顺差继
续扩大。今年前 9 个月，欧盟对中国、韩国和美国的出口
同比增幅分别为 11%、10%和 6%，对瑞士、俄罗斯、土耳
其和巴西的出口同比降幅分别为 21%、12%、7%和 7%；

欧盟从韩国、中国和土耳其的进口同比增幅分别为
10%、7%和 7%，从俄罗斯、挪威和巴西的进口同比降幅
分别为 9%、8%和 5%。今年前 9 个月，欧盟与美国的贸
易顺差由去年同期的 691 亿欧元增加到 758 亿欧元，与
瑞士和土耳其的贸易顺差分别由去年同期的 611 亿欧元
和 212 亿欧元下降到 306 亿欧元和 142 亿欧元；欧盟与
中国的贸易逆差由去年同期的 982 亿欧元略升至 1006
亿欧元，欧盟与俄罗斯和挪威的贸易逆差分别由去年同
期的 659 亿欧元和 307 亿欧元减少到 633 亿欧元和 257
亿欧元。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9 个月，欧盟外贸顺差最大的
成员国是德国，外贸顺差为 1611 亿欧元；其次是荷兰和
意大利，外贸顺差分别为 447 亿欧元和 282 亿欧元；欧盟
外贸逆差最大的成员国是英国，外贸逆差为 1024 亿欧
元；其次是法国和西班牙，外贸逆差分别为 555 亿欧元和
194亿欧元。

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显示

中 国 专 利 申 请 量 居 世 界 首 位

欧盟进出口贸易出现下降
外贸顺差增至 76 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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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万人

韩 11 月份就业人口同比增加
本报首尔电 记者杨明报道：韩国统计厅日

前发布的“11 月就业动向”资料显示，11 月份韩
国就业人口为 2596.8 万人，同比增长 43.8 万人，
就业人口同比增幅时隔 3 个月再次回升。同月韩
国失业率为 3.1%，同比上升 0.4 个百分点。

韩国统计厅分析称，保健业、社会福利服务
行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增幅较大，且楼市成交
量较今年年初有所增加，这些因素是带动 11 月就
业人口同比增幅回升的主要原因。

58.7

美国制造业 11 月份继续扩张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刘劼 江宇娟） 美国

供应管理协会公布的报告显示，11 月份美国制造
业连续第 18 个月扩张，但是扩张速度有所放缓，
显示美国经济复苏保持回升势头。

报告显示，11 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从前月的 59 下降到 58.7。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是衡量美国制造业综合发展状况的晴雨表，该指
数以 50 为临界点，高于 50 表明制造业处于扩张状
态，低于 50则表明制造业处于萎缩状态。

当月，美国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66，高出前
月 0.2 个百分点；生产指数从前月的 64.8 下降到
64.4；雇佣指数从前一个月的 55.5降至 54.9。分行
业来看，18 个受调查行业中有 14 个行业实现扩
张，只有服装皮革业出现萎缩。

3.5%

日本 10 月份失业率环比下滑
据新华社东京电 （记者许缘 乐绍延） 日本总

务省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部分企业在劳动力
缺乏的背景下愿意雇佣更多女性员工，10 月份日
本失业率环比减少 0.1个百分点至 3.5%。

随着日本政府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建筑业企业
近期面临劳动力匮乏而大量雇佣员工。总务省认
为，在包括建筑业在内的部分行业逐渐恢复用人意
愿的背景下，日本就业市场已经持续改善。

具体来看，经季节调整后，10 月份日本失业
人数环比下降 1.3%至 234 万人，其中女性失业人
数环比减少 6 万人至 91 万人，男性失业人数环比
则增加 2万人至 143万人。

卢布汇率不断刷“底线”，但未引发居民恐慌性换汇。 本报记者 廖伟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