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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加息预期波动
安倍经济学颓势尽现

连 俊

上周，各种重要数据和政策“你方唱罢我登台”，搅动

得全球市场好不热闹。一片喧嚣之中，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预期仍在下调，凸显复苏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

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美国多项经济数据和报告公

布，加息预期在缓慢升温之中再次出现新的反复。5 月

31 日，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4 月份美国个人消费开支环

比增长 1%，创 2009 年以来最大环比增幅；6 月 1 日，美国

供应管理协会报告显示，5 月份美国制造业活动扩张速

度加快；6 月 1 日，美联储发布“褐皮书”显示，4 月至 5 月

中旬美国大部分区域经济活动继续温和扩张。这些数据

在市场的解读中，都成为美联储近期将启动加息的证

据。不过，6 月 3 日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5 月份美国新

增就业人口创近 6 年来新低，这又给加息预期“泼了一瓢

冷水”。分析认为，综合美联储近期的数据、报告以及对

外表态情况来看，美联储意在给市场留出充分的准备余

地，以便最大程度上消化加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

一做法并非美联储“慈悲为怀”，而是担忧“美国经济面临

全球风险”。只不过，最大的风险因素却是美联储自身的

政策，这也是美联储一手给自己造成的悖论。

日本经济政策引发风险的可能性正在上升。6 月 1

日，日本宣布将第二轮消费税增长计划再度推迟至 2019

年 10 月。这个决定引起全球市场密切关注。多方舆论

认为，安倍的这一决定，原出消费低迷、出口不振和企业

投资增长缓慢，日本经济增长步履维艰。这个决策实际

上已经给安倍经济学判了“死刑”。有分析认为，安倍经

济学当前颓势尽现，反映出日本在经济政策制定中“对货

币政策的依赖过多，而在结构性改革方面进展太慢”。

屡经反复的预期和巨大潜在风险，使得市场对全球

经济增长前景继续看淡。6 月 1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发布报告再次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 3.0%

和 3.3%，比去年 11 月份公布的预期双双下调 0.3 个百分

点。有分析认为，短期内，需要注意英国可能脱欧给全球

经济带来的潜在风险；长期看，生产率增速放缓、收入差

距加大将给重振全球经济带来新挑战。

一些政策和决定虽然效果不彰，却依然沿着既有轨

道前行。比如，6 月 2 日欧洲央行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

键利率不变，继续推进宽松货币政策。又如，石油输出国

组织（欧佩克）成员国同日未能就原油产量限额达成一

致。这最终将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怎样的影响，值得持

续关注。

本版编辑 禹 洋

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佩克） 近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

纳举行的第 169 届部长会议未就成员国产量配额达成新

的协议。欧佩克表示，目前国际油价和国际原油市场供

求关系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欧佩克成员国对当前

的油价走势基本满意，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改

变目前市场的供求格局。欧佩克更倾向于让市场来调节

价格，而非通过强制性限产等“外力”来实现供求平

衡。由此可见，欧佩克以往传统观念发生了变化，正在

走上转型之路。

本次会议决议中，欧佩克强调要致力于给产油国提

供一个稳定、具有可持续性的盈利环境，也要给原油消

费国提供稳定合理的价格。这样的表态显示出欧佩克正

趋向于着眼长远，形成一个中长期稳定、具有可持续性

的国际能源市场格局。这样的思路显示出，欧佩克将摈

弃以往市场思维方式，根据全球经济最新发展变化和趋

势，转为关注中长期可持续发展。

据报道，欧佩克成员国在本次会议上讨论了新的产量

上限，但没有最终达成共识。主要矛盾仍然来自伊朗和沙

特之间的分歧。伊朗坚持该国在产量恢复制裁前水平之前

不会参与任何限产行动，同时伊朗主张针对每个成员国分

配产量上限，而不是仅仅确定欧佩克的整体上限。

此次会议前，外界纷纷议论欧佩克是否已经变得不

再重要，甚至走向终结。部分市场分析人士认为，随着

国际油价过去两年大幅下跌，欧佩克为了争夺市场份额

不惜代价正面应战，这对于大部分欧佩克成员国，特别

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利比亚等产油国来说确实不堪

重负，并使欧佩克进入了一种“脆弱期”。不过，欧佩

克仍然会长期存在，并在国际原油市场中发挥重要作

用，只是地位和角色会发生一些改变。

近年来，随着页岩油开采技术的迅速发展，“非传

统原油”的产能开始迅猛增加，以美国为代表的非欧佩

克产油国开始崛起，并蚕食欧佩克的市场份额，致使欧

佩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分析人士指出，在供需过

剩的市场环境下，欧佩克看起来不那么重要，但一旦市

场趋于供需平衡，欧佩克则有可能再次凸显自身的

作用。

未来，在国际原油市场中欧佩克发挥的作用可能与

此前有些许不同。有分析认为，在经历了近年低油价市

场的洗礼后，欧佩克有可能从对市场具有掌控力的“卡

特尔”转型成为在国际原油市场占有广大市场份额的参

与者集合体。这样一个集合体将着眼于中长期国际原油

市场的健康发展，致力于市场本身对价格和供求关系的

调节能力，使各方都能够从中受益。

从国际原油市场本身来看，人们疑问最多的是欧佩

克低油价策略是否已经取得成功。目前来看，国际原油

市场的供需关系开始趋于平衡，油价也从历史性低位开

始逐步回升。但这一势头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现在还很

难确定。首先，近期一系列非常事件影响了短期的原油

产量，油价受此影响出现大幅波动实属正常。其次，美

国原油库存持续走低释放的信号是否能够对油价回调起

到积极作用，目前还有待观察。

不少分析人士预计，今年年底国际市场将趋于恢复

供需平衡。预测数据显示，今年美国原油产量有可能较

去年下降 8.5%。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球原油产

量今年将下降 13%。

尽管欧佩克此次未能就产能配额达成新协议，但大

部分成员国都认为应当对外体现出欧佩克团结的一面，

这样也有利于该组织今后的发展。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这样的姿态有利于欧佩克在国际能源市场转型时期维护

自身的利益。

欧佩克走上转型之路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
者 蔡 淳 报 道 ：中 国 驻 南 非 大
使田学军日前在南非主流媒
体《星 报》与《比 勒 陀 利 亚 新
闻报》发表署名文章，揭露南
海仲裁案的迷惑性和欺骗性，
重申中国坚持不参与、不接受
仲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阐释
中国倡导通过谈判协商解决
南海争议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表 达 中 国 维 护 南 海 和 平 、稳
定、繁荣 立 场 的 一 贯 性 和 坚
定性。

这篇题为《中国不会落入
南海仲裁的陷阱》的文章说，
南海仲裁案这出由南海域外
大国策划、菲律宾担当主演的
政治闹剧，由于披上了《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仲裁的
法律外衣，更具迷惑性和欺骗
性。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致
力于维护《公约》的完整性和
严肃性，同时反对任何通过滥
用和曲解《公约》谋求非法政
治目的行为。中国不会落入
一些国家设计的仲裁陷阱。

文章指出，大量历史事实
和国际条约证明，南沙群岛自
古就是中国领土。南海问题
的核心是菲律宾等少数国家
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
岛礁而引起的领土主权问题，
以及由此产生的海洋划界问
题。尽管菲律宾对仲裁诉求
作了精心伪装，但其真实目的
是将非法窃取中国南沙群岛
部分岛礁的行为合法化。

文章提醒道，了解《公约》
的人应该清楚，领土主权问题
不是《公约》约束的范围。至
于海洋划界问题，中国已于 2006 年依据《公约》第 298
条赋予的正当权利作出了排除性声明，不接受第三方强
制争端解决程序。英国、法国等 30 多个国家也作出了同
样的排除。因此，中菲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并不真正适
用《公约》规定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也超出了国际仲裁
庭的管辖权限。由于仲裁本身不合法，仲裁结果也将是
无效的。中国自始至终坚持不参与、不接受所谓的
仲裁。

文章说，中国同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明确规定，直接相关当事国应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
关争议。中国与菲律宾曾发表政府联合声明等双边文
件也多次确认这一原则。但令人遗憾的是，菲律宾未同
中国举行过认真的谈判磋商。因此，菲律宾违反了《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和中菲双边文件中关于谈判协商解决
争议的约定，也违反了仲裁须经当事方协商一致的
原则。

文章重申，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主张通过谈判协商
解决争议，通过规则机制管控争议，通过开发合作减缓
争议。多年来，中国同东盟国家正是基于上述原则，共
同维护了南海和平稳定的局面，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安全
不存在任何问题。域外国家持续炒作南海问题，积极支
持菲律宾等个别国家将争议扩大化、复杂化，是其“亚太
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一步棋。恰恰是这个域外国家不断
派军舰在南海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加剧了地区
局势紧张，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应高度警惕。

文章最后表示，中国正积极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并得到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积极响
应，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努力，真正使南海成为和平之海，
合作之海，繁荣之海。

□ 谢 飞

本报都柏林电 记者徐惠喜报道：国际航协在都柏
林举办的第 72 届年会上调高全球航空业盈利预期，预计
今年全球航空运输业净利润将升至 394 亿美元，行业收
入将高达 7090 亿美元，净利润率预计为 5.6%，这将是全
球航空运输业连续 5 年改善行业总利润。去年 12 月国
际航协预计 2016年航空业净利润为 363亿美元。

国际航协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球各大航空公司共计
创造了 353 亿美元的利润，但各地区业绩却存在显著差
异。预计，今年北美市场的利润高达 229 亿美元，占全球
市场的一半以上，非洲航空公司处于整体亏损状况，亏损
额为 5 亿美元。国际航协理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汤彦麟指
出，较低的燃油价格、航空公司的燃油对冲交易和载客率
升至创纪录水平是促使航空业业绩提升的主因。

国际航协首席经济学家皮尔斯分析认为，全球航空
业盈利看好的主因是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走低，燃油支出
减少。预计今年的平均燃油价格为 45 美元/桶，明显低
于去年的 53.9 美元/桶，燃油支出占航空业总开支的
19.7%，比 2012 年至 2013 年 33.1%的水平显著下降。同

时，受气候变化因素制约，航空业致力于从 2020 年起实
现碳中和增长。为此，各航空公司纷纷购置燃油效率高
的新飞机，每年将燃油效率平均提高 1.5%。预计，今年
全球将交付近 1900 架全新飞机，总价值超过 1900 亿美
元，其中一半用来淘汰燃油效率低下的旧飞机。此外，航
空公司改进管理提升服务，营运效率提高，载客率维持在
80%的高位，预计每位员工可创造 10.0186 万美元的产
值，比 2015 年提升 5.3%。在客运方面，预计需求将增长
6.2%，客运收入有望达到 5110亿美元。

就各地区的航空公司财务业绩而言，北美航空公司
领跑全球航空业，其净利润有望实现 229 亿美元，高于去
年 215 亿美元的盈利水平。欧洲航空公司预计可实现
75 亿美元的利润，比去年增加 1 亿美元。亚太航空公司
有望实现 78 亿美元的利润，高于去年 72 亿美元的水
平。中东航空公司将实现 16 亿美元的利润，略高于去年
的 14 亿美元。拉美航空公司则从去年的损失 15 亿美元
转为盈利 1 亿美元。非洲航空公司则预计亏损 5 亿美
元，比去年的亏损 7亿美元有所收窄。

国际航协上调全球航空业盈利预期
今年行业净利润预计将达 394 亿美元

全球唯一一家专注于饮食文化的博物馆——瑞士韦威食品博物馆近日在整修之后重新开放。该博物馆以“食品

和营养”为主题，设有多个展区、工作间、动画和游戏区，运用最新科技将实验与探索结合在一起。参观者在这里可以

了解到营养饮食的概念、人类的饮食习惯，以及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饮食文化等。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陈 建摄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
遂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 5 日在北京共同主持第六
次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主权安全、两军
关系、海上安全、网络及外空安全等重要问题坦诚、深入交
换了意见。

双方同意继续充分利用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机制，就有
关问题保持沟通，增进互信，拓展合作，管控分歧，共同推
动建设稳定、合作的战略安全关系。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助理马宜明、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和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施
大伟、驻华大使博卡斯及有关部门代表参加。

第六次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在京举行

中国驻南非大使就南海问题发表署名文章

中国不会落入南海仲裁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