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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央行日前宣布，印尼盾对美元
汇 率 当 日 一 度 跌 破 14067， 达 到 199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值。此前，
印尼总统佐科还召集国内顶尖经济金融
人士开会商议对策，为走出经济持续下
行困局，“一定解决好经济难题”允诺
言犹在耳，印尼盾汇率应声而落。

过去一年，印尼盾对美元汇率跌幅
近 20%，正不断逼向 16000 这一印尼政
府的“心理底线”。就在印尼央行发布
上述消息当天，印尼银行业危机监管中
心发布报告认为，本币持续贬值将加大
银行业和保险业破产风险。该中心执行
主任阿赫马德·达路里指出，一系列压
力测试显示，若汇率跌破 15000，马上
就会有一家国内知名保险公司破产，印
尼股市将缩水两成。

印 尼 盾 贬 值 的 速 度 的 确 让 该 国 金
融圈措手不及。印尼国际银行金融总
监西拉嘉瓦希·纳达宋表示，“多数银
行 在 此 前 一 轮 汇 率 风 险 压 力 测 试 中 ，
将 14000 预 设 为 最 糟 糕 的 情 况 ， 现 在
来 看 ， 当 初 就 该 把 预 期 值 定 为
16000”。 亚 洲 中 央 银 行 执 行 总 裁 加
嘉·塞迪亚特马加认为，本币加速贬值
之际应尽快削减美元债务规模，“要不
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又得像 1998 年危机
那样债台高筑了”。

印尼国内不少人士将责任归咎于糟
糕的外部经济环境。有舆论认为：美元
持续走强与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的背景
下，印尼政府关于“本币维稳”的一系
列举措“收效甚微”。印尼金融服务总
局近日向银行业发出预警：国际市场不

确定性导致国内时局艰难。该局银行业
监管负责人尼尔森·坦布博隆在国会听
证时表示，外部经济压力是“资本逃离
印尼的罪魁祸首”。印尼央行行长阿古
斯·马托瓦多乔则认为，国际市场严重
低估了印尼盾币值。“这种低估已经过
了头，我们已经难以承受，我们要求出
口商尽快抛售美元”！

不过，阿古斯·马托瓦多乔的另一
句话更值得玩味，“保持本币稳定要有
全球思维”。他坦承，“如果全球各大
经济体同时抛售美元资产会让情况更
糟”。联想到今年早些时候，印尼在东
盟成员国中率先明令禁止“国内交易使
用美元”的举措，这是不是暗示“只要
我们下手更快就成”呢？对此，《雅加
达邮报》 曾发表社论指出，汇率持续走

低不仅仅是因为市场对印尼盾的需求下
降，更是因为市场对佐科政府政策的连
续性和预算执行的有效性产生了消极预
期，“别看内阁已改组，市场仍未看到
经济治理方面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进”。

客观来看，印尼经济基本面表现不
佳才是印尼盾连续走低的根本原因。作
为一个严重的内向型经济国家，内需不
振、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公共支出投入
不到位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印尼今年前
两个季度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并创下 6 年
来新低，其国内不少知名上市公司业绩
下滑幅度均超两成。为此，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连
续 下 调 了 印 尼 2015 年 经 济 增 速 预 期 。
对急于稳定本币币值的印尼政府来说，

“练好内功”恐怕才是当务之急。

全球股市在上周经历了“黑色星期

一”，全球汇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同时出现

大幅震荡。虽然华尔街和部分西方舆论

“一如既往”地从中国这里找原因，但我

们要看到，发达经济体对超宽松货币政

策的过度使用和退出，才是这轮全球金

融市场震荡的根源所在，也是世界经济

在接下来的复苏进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

难题。

24 日，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开盘大

跌，美股开盘前，三大股指期货大跌，触

发用于控制风险的“熔断机制”，一度暂

停交易。当天，日经 225 种股票平均价

格 指 数 收 盘 大 跌 4.61% ，巴 黎 股 市

CAC40 股指跌幅约 5%，德国法兰克福

股市 DAX 指数跌幅近 4%。

单看经济数据，很难想象这样的震

荡。25 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数据

显示，德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环比增长

0.4%，较上一季度 0.3%的增幅有所提

高。同时，受劳工市场稳定和经济持续

增长等利好影响，德国政府今年上半年

财政盈余达 211 亿欧元，为 2000 年下半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7 日，美国商务

部首次修正数据显示，二季度美国实际

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增

长 3.7%，大大高于第一季度 0.6%的增

速，也高于市场预期。法国总统奥朗德

24 日 就 谈 到 ， 虽 然 当 日 全 球 股 市 动

荡，但从增长前景看，全球经济已“足

够坚挺”。

对这轮震荡的分析已有很多，其中

的争论不少。不过问题真正的根源，则

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量宽政策所引起

的全球流动性泛滥。有分析指出，这次

全球性股市动荡是过分依赖宽松货币政

策矛盾的集中爆发。美国超宽松货币政

策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股价的大幅上涨，

但如果经济结构和企业盈利能力不能获

得根本性改善，仅仅依赖大量资金推动

而呈现的股价暴涨，势必难以长期维持。

从上周后半周的全球市场来看，在出

现暴跌之后，市场也逐渐恢复平静。然

而，量宽政策所引发的流动性泛滥问题并

未因此消失，比如上周国际油价暴涨，涨

幅超过10%，这背后的故事耐人寻味。因

此，世界经济接下来的复苏之路并不平

坦，对金融市场的波动尤其不可掉以轻

心。有专家认为，全球各经济体有必要联

手应对金融市场动荡。这个建议很好，但

如果有的国家做不到或是不愿做，至少也

不要随意推责。

应对市场动荡

解困重于推责
连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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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盾贬值凸显经济困局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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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一名观众参观“为了

和平的纪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 70周年”图片展。 新华社发
图② 由人民网主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 周年日军侵略罪行图片展”，日前在韩国首尔光化

门广场举行开幕仪式。图为韩国一位老人在向孙辈讲述

图片故事。 本报记者 杨 明摄
图③ 这是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门罗市的陈纳德航

空军事博物馆拍摄的飞虎队使用的 P-40 战斗机。陈纳

德航空军事博物馆是全美唯一以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历

史为主题的博物馆，每年接待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

者。飞虎队在从 1941 年底到 1942 年中历时 7 个月的战

斗中，以空中损失 12 架飞机和地面被摧毁 61 架的代价，

取得了击毁敌机近 300架的战绩。 新华社发

0.3%

美 7月份个人消费环比增长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商务部最

新 数 据 显 示 ，美 国 7 月 份 个 人 消 费 开 支 环 比 增 长
0.3%，与前月持平，显示美国消费者仍持谨慎消费态
度。个人收入环比增长 0.4%，增幅与前月持平。美国
7月份民众储蓄率为 4.9%，较前月的 4.7%有所回升。

美国 7 月份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个人消费
开支价格指数环比上升 0.1%，同比上升 1.2%，仍低
于美联储设定的 2%通胀目标。该指数是美联储衡量
通胀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个人消费开支约占美国经
济总量的 70%，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0.2%

日本 7 月份家庭消费下降
本报东京电 记者闫海防报道：据日本总务省公

布，7 月份日本家庭消费支出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0.2%，这是继 6 月份下降 2%之后，日本家庭消费开支
再次下降。日媒分析，消费支出下降的原因是家庭实
际收入增长缓慢。同时，食品、日用百货等与生活相关
的商品价格小幅上升。

巴将在瓜港设经济特区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日前，巴基斯
坦瓜达尔港务局将瓜达尔港 2000 亩土地长期租赁给
中方，用于建设瓜港首个经济特区。

瓜达尔港务局于今年 6 月完成了有关征地工作，
所征土地主要来自巴基斯坦海军和俾路支斯坦省政府
紧邻规划的集装箱货堆区，该经济特区相关基础设施
建设预计耗资 3500 万美元。巴政府高度重视瓜港经
济特区建设，将其视为现代化港口的“标配”，期待
其能够最大化利用瓜港深水良港的自然禀赋，吸引国
内外投资者建立生产、组装以及加工企业，为鼓励投
资，巴方还开出了 20年免税的优惠条件。

本报讯 记者蔡淳报道：南非统计局最新发布数
据显示，以市场价格计算，今年二季度南非实际国内
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1.3%。

分析显示，造成二季度南非整体经济活动放缓的
主要原因是农林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行业以及批
发零售贸易业等行业出现萎缩，分别下滑17.4%、6.8%、
6.3%、2.9%和 0.4%。此外，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
下降9.3%和4.7%，而第三产业增加值上升1.1%。

1.3%

南非二季度 GDP 小幅下降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马来西亚和泰国
两国央行日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拟加大本币在双
边贸易和直接投资领域中的使用范围和规模，以联手
应对外部经济风险。

该备忘录指出，此举旨在为东盟成员国进一步强
化金融和经济融合铺平道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特
别是将降低全球范围内货币动荡造成的外部风险”。马
来西亚央行行长塞迪·阿克塔尔·阿兹兹和泰国央行行
长普拉桑·特拉尔拉特弗拉昆共同表示，在当前新兴经
济体面临增长疲软、股市动荡和本币贬值的背景下，
地区经济将因双边合作提升获得更大的增长动力。

马 泰 拟 强 化 本 币 合 作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相关数据显示，
今年 7 月份沙特对华出口石油 99.3 万桶/天，同比增加
12.1%，保持中国第一大石油供应国地位不变；安哥拉
紧 随 其 后 ，对 华 出 口 石 油 90.6 万 桶/天 ，同 比 增 加
36.1%；俄罗斯为中国第三大石油供应国，出口量达
89.1 万桶/天，同比增加 59.4%；阿曼和伊拉克分列第
四、第五位。

此外，同期中国从科威特进口石油创近3个月新高，
达125万吨，合29.6万桶/天，同比增加13.3%。据悉，7月
份中国原油进口量总计726万桶/天，同比增加29.3%。

沙特对华石油出口量攀升

□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本报讯 记者李遥远报道：根据乌官
方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 1 至 6 月乌国内
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8.1%，工业产
值在此期间增速为 8.1%，其中消费品生
产增长13.5%，商品零售额增长14.8%，服
务 业 增 长 13.1%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长
9.8%。外国直接投资及贷款增幅更是高
达 10.9%。此外，上半年乌兹别克斯坦共
创造了 44.18 万个新就业岗位，包括农村
地区的27.49万个岗位（占比62.2%）。

乌兹别克斯坦之所以能保持经济高
速、稳定运行，与其经济领域顶层设计科

学合理、贯彻落实稳健高效密不可分。近
年来，乌政府一直在系统、持续地落实经
济发展与现代化战略，并始终致力于经济
多元化、保证竞争力。今年年初，乌兹别
克斯坦确立了今年经济发展的重点及优
先方向，包括提高工业领域生产及出口潜
力、实施积极投资政策吸引外资进入远景
战略投资项目、深化制造本土化及跨部门
产业合作、提高就业率及人民生活水平。
为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引导主要工业领
域向现代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总统卡里
莫夫今年 3 月份签署了《关于保障 2015

至 2019 年生产结构性改革、现代化及多
元化措施纲要》。为配合《纲要》的及时落
地，政府还制定了额外措施来保障系统工
作的科学组织，推动进一步减少政府对经
济的干预，提升私营经济的作用及比重，
深化国企股份制改造，完善公司治理体
系，促进工业生产现代化及多元化，发展
通信和道路基础设施等多项改革举措。

凭借政府的科学决策及有效执行，
未来几年内，乌经济结构现代化及多元
化程度将大幅提高，其经济竞争力也将

“水涨船高”。

乌兹别克斯坦经济持续上扬
上半年工业产值增速达 8.1%

8 月 29 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市中心的联邦广

场，武术爱好者进行表演。当天，为庆祝中国和瑞士

建交 65 周年，一场名为“遇见中国”的大型中国文化宣

传推广活动拉开帷幕。1950 年 10 月，瑞士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成为最早与新中国建立

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 新华社发

新 华 社 布 鲁 塞 尔 8 月 28 日 专 电
（记者赵小娜） 旨在振兴欧盟经济的

“ 容 克 投 资 计 划 ” 将 于 9 月 初 正 式 启
动，投资总额将达 3150 亿欧元。欧盟
委员会 （欧委会） 日前表示，在已选
定的首批 9 个基础设施项目中，有 5 个
与能源相关，这些项目将推动欧洲能
源联盟建设。

欧盟能源对外依存度高。欧委会最

新数据显示，2013 年，欧盟 28 个成员国
能源总需求量的 53%依赖进口，进口总
额约 4000 亿欧元。欧盟有 6 个成员国的
天然气供应 100%依赖单一进口渠道，供
应安全存在着严重隐患。

同时，按照欧委会计划，欧盟每年
需要投入 1000 多亿欧元才能确保实现
2030 年减排目标：890 亿欧元用于改进
家庭住宅能源利用率，190 亿欧元用于

提升工业能源使用率。但目前这一领域
的投资额连计划的一半都没有达到。

“容克投资计划”于去年 11 月由欧
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提出，旨在振兴欧盟
境内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
该计划下设欧洲战略投资基金 （EFSI）
负责投资。

欧 洲 能 源 联 盟 于 今 年 2 月 正 式 启
动，这一计划将实现 5 大战略目标：保

障能源供应安全；建立完全一体化、具
有竞争力的内部能源市场；降低能源需
求，提高能源效率；加强利用再生资
源；加强研究、创新以发展绿色技术。

欧盟委员会官员表示，在 EFSI 带动
下，能源领域的投资缺口将得到填补，
从而推动欧洲能源联盟发展，有助于实
现欧洲向高效、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经济
的转变。

欧盟大力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容克投资计划”总投资额将达 3150 亿欧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