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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劳工部公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由于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经季节性调
整，美国 1 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环比上升 0.1%。扣
除食品及能源，美国 1 月份核心 PPI 环比上升 0.4%，为
2014年 10月以来最大升幅。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 月份，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同
比下降 0.2%，为连续第十二个月同比下降，美国核心生
产者物价指数则同比上升 0.6%；美国 1 月份食品价格环
比上涨 1%，涨幅为 2015年 5月以来最大。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东盟将于 2016 年 5
月启动“东盟领导人项目”，以进一步推动一体化进程。

东盟基金会执行主任艾伦·谭表示，该项目旨在帮助
东盟成员国领导人建立更紧密、更多元的关系网，以应对
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2016 年的首
批 70 位参与者将来自成员国内各行各业，“这些分散在
金融、制造、学术、社会服务等领域的负责人或高管，能够
以该项目为优势资源整合的平台，围绕‘如何让城市更智
能’这一年度任务，交流经验并制定协同行动方案”。与
此同时，该项目将与高校对接，促进学子们直接与各行各
业的领导人开展对话、建立联系，为未来的区域领导人间
实现代际更替夯实基础。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欧盟统计局日
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去年 12 月份对外经常项目顺差
为 117 亿欧元，低于上个月的 135 亿欧元，也低于前年同
期的 137亿欧元。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 12 月份，欧盟对外商品贸易顺
差升至 83 亿欧元，对外服务贸易顺差由上个月的 143 亿
欧元降至 115 亿欧元，主要收入账户逆差由上个月的 25
亿欧元降至 5 亿欧元，次要收入账户逆差由上个月的 66
亿欧元升至 76 亿欧元。在截至去年 12 月的一年中，欧
盟对外经常项目顺差为 1781 亿欧元，高于前年同期的
1199亿欧元。

上周，全球市场尚未从前期的剧烈波

动中完全恢复，不利的消息就接踵而至。

贸易下滑情况正在全球多个国家蔓延，一

些经济体尽管再三出台宽松货币政策，依

然遏制不住贸易颓势。

15 日，日本内阁府数据显示，去年第

四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

滑 0.4%，按年率计算下降 1.4%。其中，去

年第四季度日本出口环比下滑 0.9%，较去

年第三季度增长 2.6%有较大差距；进口环

比萎缩 1.4%，而上一季度环比上涨 1.3%。

同日，印度工商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印度商品出口同比下滑 13.6%，为连

续第 14个月下滑。

分析认为，数据的大幅下滑凸显出宽

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已然弱化。以日本为

例，“安倍经济学”所推崇的货币扩张路

线，在 3 年后已成“强弩之末”。1 月底，日

本几乎是孤注一掷地推出负利率政策，不

仅很难看到前景，同时也成为加剧全球政

策协调难度、放大市场动荡的主要风险因

素之一。

美欧日货币政策背离给全球带来的

不确定性正在上升。对此，美联储虽未明

说，但也表达出对市场风险的担忧。17

日，美联储公布的今年 1 月份货币政策会

议纪要显示，越来越多的美联储官员倾向

于对加息政策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于

是，“美联储官员一致同意，今后加息的时

机和节奏将取决于未来经济和金融市场

形势发展，以及这些形势对美国中期经济

增长前景的影响”。

面对风险的累积，各国对政策协调

问 题 更 为 重 视 。 下 周 ，二 十 国 集 团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在上海举

行 。 分 析 认 为 ，与 会 各 国 应 借 此 机 会 ，

在 货 币 和 汇 率 政 策 方 面 采 取 协 调 一 致

的行动，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对经济长

期 稳 定 增 长 造 成 伤 害 ；同 时 ，也 需 要 警

惕一些国家推脱责任、转移视线的观点

和做法。毕竟，在当前这种世界经济格

局 下 ，系 统 性 风 险 一 旦 形 成 ，谁 也 做 不

到独善其身。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上周六召开了 20
余年来的首次周末内阁会议，并在会后
宣布将于 6 月 23 日举行“脱欧”公投，以
全民公投的形式决定是否留在欧盟内
部。根据英国选举委员会的文件，民众
公投中将在“继续成为欧洲联盟成员国”
和“离开欧洲联盟”中二选一。目前，影
响民众选择的核心变量则是 18 日至 19
日欧盟春季峰会上各方承诺给予英国的

“特殊地位”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这一承诺一经提出立即引发了各方

的热议。支持英国留在欧洲内部的人士
认为，这一特殊地位已经是当前政府能
力范围之内、其他欧盟成员国红线之外
所能争取到的最优结果。在此次谈判
中，英国和欧盟其他成员国争论的两大
核心焦点，在于如何平衡欧元区一体化
持续深化和保护非欧元区国家不受歧
视、如何平衡欧盟人员自由流动原则和
保护成员国社会福利体系可持续发展。

在讨价还价中，德国坚持“人员自由流
动”和“非歧视性原则”不能触碰，波兰、
捷克等中东欧国家强调在英本国国民社
会福利不能遭受歧视待遇，法国等推进
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的大国则强调尽可
能推进欧洲经济治理模式的全覆盖。鉴
于英国的“特殊地位”承诺需要其他所有
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英国只能在上述硬
性约束之外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斯蒂夫·贝克等疑欧派势力领导
人看来，这次“特殊地位”的承诺与英国
民众预期相去甚远，并不能解决英国民
众的核心关切。在限制移民数量方面，
移民社会福利的紧急刹车权并不足以控
制移民数量，而且还将控制移民数量的
主动权交由欧盟掌控。此外，在金融监
管领域，提请欧洲理事会关注的权力并
不能够完全消除伦敦金融城对欧元区金
融监管政策的担忧。

欧盟在这两大核心诉求上对英国的

强势态度明显影响了英国民众“脱欧”态
度。事实上，欧盟的基本态度已经在 2月
2 日图斯克的公开信件中为各方所了
解。在信件公开之后，英国 YouGov民调
显示，支持“脱离欧盟”的人员比重达到
了 45%，而支持“留在欧盟内部”的比重
则跌至 36%，两者差距达到了民调开展
以来的最高值 9%。

当前，英国“脱欧公投”已经拉开序
幕，支持“留在欧盟”和“脱离欧盟”的两
大派别已经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竞选工
作。在支持“留在欧盟内部”的人士看
来，英国离开欧盟面临极大的政治和经
济风险。卡梅伦政府呼吁拥有“特殊地
位”的英国留在欧盟将是最有利于自身
的选择。从现在到“退欧”公投还有 4 个
月的时间，未来双方竞选工作的重点将
是拉拢民调中 19%尚未作出选择的民众
选票。这也将成为影响未来公投结果的
重要观察窗口。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日前，由巴基斯坦
财长依沙克·达尔主持召开的经济协调委员会会议决定，
将为专门用于保障中方投资者经济利益的循环账户提供
资金担保。

据悉，设立该循环账户的想法由巴基斯坦水电部提
出，主要为中巴经济走廊框架内投资能源电力项目的中
方投资者支付电费，确保其投资收益免受巴基斯坦国内
电费欠缴情况影响。根据设计，该账户日常由购电一方
维持运营，资金规模不低于中方投资电厂发电待缴电费
的 22%。一旦突破该下限，巴基斯坦财政部将提供注资
担保。

今年以来，瑞士法郎对欧元汇率持续

下挫，贬值幅度一度达到 3%。一向以坚

挺著称的瑞郎缘何会出现贬值势头呢？

作为国际市场传统避险货币，瑞郎在

经济危机期间对投资者尤具吸引力。过

去 10 年，瑞郎对欧元汇率已升值 40%。特

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瑞郎

升值加速，时至 2011 年瑞郎价值几乎与

欧元持平。2011 年 9 月，为应对欧元区主

权债务危机及保护瑞士外向型经济发展，

瑞士央行宣布实施 1 欧元兑 1.20 瑞郎的

汇率下限政策，即不允许欧元汇率低于

1.20 瑞郎的水平。然而，由于大量避险资

金依然源源不断地涌向瑞郎，瑞郎升值压

力持续增强，瑞士央行干预成本也持续加

大。瑞士央行这一政策持续了 3 年半，结

果是其外汇储备超过 5000 亿瑞郎，高达

国内生产总值的 70%左右。2015 年 1 月，

瑞士央行被迫宣布取消汇率下限政策。

瑞郎汇率随之全线大涨，欧元、日元以及

美元对瑞郎汇率分别跌至 2011 年、1980

年和 1971年后的新低。

由于瑞士经济高度依赖对欧洲出口，

瑞郎升值对宏观经济的消极影响持续发

酵。瑞郎汇率的急剧升值，意味着瑞士对

欧元区产品出口价格在一夜之间上涨了

近 10%。一些企业为了缩减成本，将生产

线移至国外；一些企业为了提高生产率，

延长了工人的工作时间；还有的企业为了

应对市场需求放缓，采取了“短期工作”手

段。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瑞士

2015年第三季度的失业率达到 4.9%，首次

超过了德国（4.5%）。与此同时，瑞士进口

产品价格的暴跌却带来输入型通缩威

胁。根据瑞士央行发布的数据，2015年瑞

士消费者价格指数下跌了1.1%，创1950年

以来新低，2016年预计还将下跌0.5%。

瑞士私人银行宝盛集团因此认为，

2015 年瑞士经济已经“出现停滞迹象”。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瑞士经济增长率从

2014 年的 2.1%大幅下降到 0.8%。根据瑞

士央行的预测，2016年瑞士经济增长率仅

为1.5%，低于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速。

受此影响，市场人士普遍认为，瑞士

央行近来不得不再度入市干预，打压瑞郎

汇率，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尽管瑞士央

行对此猜测拒绝作出评论，但也再次强

调，瑞郎汇率仍“严重高估”，时刻准备“在

必要时干预汇率”。

当然，瑞郎对欧元汇率下挫，也体现

了瑞郎对投资者吸引力出现一定程度的

降低。尽管瑞郎仍是重要避险货币，但

持有瑞郎的成本则在不断攀升。近年

来，瑞士国债收益率一直在走低。早在

2013 年，期限低于 5 年的瑞士国债收益

率就已全部为负值。2015 年 4 月，瑞士

成功发行了第一笔 10 年期负利率国债，

成为全世界有史以来首个以负利率出售

基准 10 年期国债的国家。这意味着，尽

管瑞士政府向投资者借钱，可投资者反

过来却还要贴息。再加上美联储已进入

加息周期，瑞郎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可

避免地出现下降。瑞士最大银行——瑞

银集团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仅 2015 年

第四季度，该行客户的财富管理资金就

减少 34 亿瑞郎。

瑞士 WMPartners 的分析指出，如今

“越来越多的市场人士认识到瑞郎不再

是避险天堂”，尽管长期而言瑞郎还会升

值，但“在未来 6 至 12 个月，情况不会是

如此”。

瑞士法郎避险能力为何减弱
陈 建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难料

2 月 20 日，在美国旧金山市唐人街，两名游客在元宵街会上选购中国手工艺品。当日，为期两天的美国旧金山市唐人街元宵

街会开幕，吸引了大批巿民、游客前来选购中国特色商品，感受中国民俗。 新华社发

宽松货币政策
难遏贸易颓势

连 俊

巴基斯坦设立账户保障中方利益

东盟领导人项目将于年中启动

欧盟对外经常项目顺差下降

美生产者物价指数环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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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前夕，“2016欢乐春节联欢晚会暨吉祥山基金会成立

30周年庆祝活动”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深圳艺术团受中国文

化部选派专程赶赴印尼，为当地民众送上歌舞、武术、杂技等表

演。图为中国、印尼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庆佳节。 田 原摄

进入农历猴年，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马其

顿高速公路项目部举行了一系列迎新春活动，丰富多彩的元宵

联欢活动让员工们感受到了祖国的关怀和浓浓的中国年味。图

为项目部举办元宵节联欢活动。 李 思摄

南非国际问题专家、南非
独立传媒集团国际新闻主编莎
农·伊布拉欣认为，中国经济增
长速度处于合理空间，产业结
构正加快调整，相信南非等非
洲国家将继续从中国的稳健发
展中受益。

伊 布 拉 欣 认 为 ，2015 年
中国经济增速维持在 6.9%的
水平，这与此前的市场预期基
本一致，并不令人吃惊。考虑
到中国经济规模的庞大体量，
保 持 6.9% 的 增 速 实 属 不 易 。
再考虑到当前世界主要经济
体普遍增长疲软乏力的实际
情况，这一增速已经是相当傲
人的成就。

伊布拉欣说，中国经济增
速长期保持在 10%以上，对中
国的资源与环境造成了沉重的
压力。中国政府意识到这种粗
放而又低效的经济增长方式难
以为继，决定推动增长速度由
高速转向中高速，并提出 7%左
右的增长目标。伊布拉欣认
为，这种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
显然更为合理可控。

伊布拉欣表示，中国政府
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方
面作出了巨大努力。“绿色”、

“低碳”经济已经不再仅仅是
一些时髦的概念，而是成为中
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伊布
拉欣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在官
员绩效考核体系中，除传统的
GDP 增速等因素外，已经把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纳入其中，这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发展理念的变化。
而新能源汽车等低碳产业在中国蓬勃兴起，也向市场
释放出了积极信号。

伊布拉欣认为，中国经济增速适当放缓和经济结构
转型不会对包括南非在内的非洲国家产生消极影响。
她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然乐观可期。在调整优
先发展领域后，中国的进口需求发生变化，但总量依然
十分可观。

南非专家认为

—
—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乐观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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