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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息阵营愈加壮大

印度、新西兰等国在宣布降息时都
强调了“外部贸易环境恶化和全球需求
不振”将造成其国内经济增长低于预期，
通胀不及预期。

其中，泰国央行明确表示，泰国经济
可能低于此前预计的经济增速，增长前
景恶化和低于预期的通胀环境使其“出
人意料”地降息；印度央行在最新的展望
中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并表示通胀在
短期内无法达到4%的目标区间；新西兰
央行也表示，全球经济活动持续疲弱，新
西兰商品和服务出口市场需求下滑；菲
律宾最新季度经济增速下降至4年多来
最低水平的5.5%，远低于5.9%的预期。

令各方担忧的是，多国央行降息正
在掀起新一轮降息潮。市场预计，在本
轮降息的国家中，如果泰国未来经济数
据持续放缓，泰国央行有可能在 9 月 25
日继续降息，将基准利率下调至1.25%；
印度央行有可能在 10 月份议息会议上
进一步削减利率至 5.15%，并通过系列
调整在 2020 年一季度达到 5%的 10 年

低位；菲律宾央行行长迪奥诺也表示，最快
还将于 6 周内或者在四季度初进一步降
息，不排除进一步削减存款准备金率 100
个基点的可能性。

除了上述三国“背靠背”降息预期外，
发达经济体进一步降息趋势更值得关注。

美联储已在 7 月份宣布降息，但芝商
所美联储观察显示，市场预期年底美联储
降息两次的概率仍然较高，9 月 18 日的议
息会议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同时，欧洲央
行已于 7 月底明确表示，为了保证欧元区
免受贸易争端和脱欧等不确定性因素冲
击，未来准备下调短期利率并有可能重启
大规模债券购买计划，9 月 12 日的议息会
议可能成为欧洲央行的降息起点。市场预
测认为，面临经济困境的英国央行同样有
可能加入降息行列。最新数据显示，英国
二季度经济环比下滑 0.2%，为 7年来最差
表现。10 月底的无协议脱欧风险和经济
进一步疲弱趋势可能迫使英国央行采取货

币宽松政策。
在亚太地区，最新的日本央行议息

会议纪要显示，虽然 7 月份日本央行按
兵不动，但一旦宏观经济需要，日本央行
必须“向市场明确表明毫不迟疑采取进
一步宽松举措的决心”。澳大利亚央行
已于 6 月份、7 月份连续两次降息，但仍
表示在 8 月份暂停降息后，考虑到通胀
前景低迷且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恶化，不
排除进一步下调利率的可能性。

释放信号引人深思

分析认为，这些降息预期透露出三
大引人深思的疑问和担忧。

第一，一轮又一轮的降息究竟为
何？这一轮降息潮背后不仅仅是全球经
济下行压力，更凸显出不同经济体在全
球经济周期调整中的竞争性货币政策。
这一态势的根源无疑在美国。即使在 7

月份美联储降息之后，美国政府高层仍然
在多个场合强调美联储应该“更大幅度、更
快地降息”，以使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
中具有竞争力。显然，在贸易保护主义进
一步加剧经济衰退担忧的同时，美国利用
货币政策提振竞争力的做法引发了多国央
行“抢跑”。

新西兰央行助理行长克里斯蒂安·霍
克斯比在解释此次降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
时明确表示，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新西
兰经济对于汇率的高度敏感性迫使该国央
行不得不超出市场预期降息。澳大利亚央
行行长菲利普·洛直白地表示，“更高的汇
率将会伤及澳大利亚很多经济部门”。日
本央行最新纪要表示，贸易环境持续恶化
和全球政治不确定性不断推升日元，进一
步伤及日本央行刺激出口导向型经济复苏
的计划。因此，像日本央行一样支持“先发
制人”货币宽松政策的成员数量正在上升。

第二，发达经济体所谓的央行“独立
性”何在？日前，4位美联储前主席罕见地
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呼吁美联储保持独立
性。然而，在其政策目标和执行手段均提
前设定的情况下，这一所谓的独立性只能
是个悖论。美联储与美国政府关于货币政
策的争论更多是一个“序贯决策博弈”进
程。美国一些政客在此前通胀和就业形势
不错的情况下认为，美国有资本打贸易战，
但在经济受到贸易战影响后迫切需要美联
储作出反应，后者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
从。政客作为首先作出策略选择的博弈
方，占据了绝对有利地位。所谓独立的货
币政策决策者只能紧随其后，美联储的所
谓独立性在系列博弈中大打折扣。

第三，发达经济体央行还有多少“弹
药”应对下一次危机？目前，美国3月期和
1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曲线已经出现连续倒
挂，表明市场预期未来美国经济下行压力
和美联储将持续降息。按照历史惯例，如
果倒挂持续 3个月以上，未来 12个月有较
大可能性出现经济衰退。然而，自国际金
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政策利率水
平与历史水平相比均处于低位。未来一旦
出现衰退或者危机，已经或者即将进一步
实行货币宽松政策的发达经济体将面临窘
境，不仅利率调整空间将非常有限，而且央
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边际效果也将受限。
届时，拿什么拯救危机中的经济，将成为越
来越多发达经济体央行头疼的问题。

贸易环境恶化 市场需求不振

全球将迎来新一轮降息潮
本报记者 蒋华栋

津巴布韦主流媒体《新闻日报》日前
发布题为《津巴布韦孤立无援时，是中国
挺身而出》的社论，驳斥西方国家针对中
津关系的不实攻击，梳理了近20年来津
巴布韦经济社会发展在陷入困境时，中
国朋友提供的坚定支持和无私帮助。

文章称，西方人提出的概念是，中国
是在非洲新崛起的殖民者。这个话题并
不新鲜，中国与津巴布韦关系始终是人
们关注的焦点。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
因为相较于非洲大陆其他一贫如洗的国
家而言，津巴布韦资源丰富、工农业基础
较好。

国 际 援 助 机 构 称 ，津 巴 布 韦 的
1600 万人口中，有 72%的人口生活在

世界贫困线以下，其中 16%的人口为赤贫
阶层。津巴布韦对于援助的需求，可谓迫
在眉睫。可悲的是，国际社会对津巴布韦
并没有施以善意，特别是 2000 年以来，津
巴布韦因为所谓的侵犯人权、选举舞弊和
无力清偿外债等问题，逐渐被国际社会所
抛弃。

文章提到，随着津巴布韦与英美等西
方国家关系破裂，津巴布韦开始转向中国
寻求帮助。中国毫不犹豫地向津巴布韦伸
出了援手。从 2000 年到 2017 年，中国向

津巴布韦提供了 17 亿美元基础设施专
项贷款。2003年以来，中国对津直接投
资累计达到近70亿美元，并实现逐年递
增。相较其他非洲国家，中津商贸往来
也保持着较为良好的贸易平衡。2015
年，津对华出口货物总额为 7.66 亿美
元，进口货物总额为5.46亿美元。

文章称，中国还援建了一批惠及津
巴布韦人民的项目，包括援建马胡塞夸
地区医院、捐赠 3 批价值 200 多万美元
医疗设备、派遣150名中国医生、建立宫

颈癌检测治疗中心等。
今年，在飓风“艾代”对津巴布韦造成

灾难性破坏后，中国第一时间向津巴布韦
捐赠了80万美元。在粮食援助方面，仅今
年一年，中国就捐赠了1万余吨大米，援建
了500口钻井等。

当前，哈拉雷正面临严峻的用水危机，
中国方面曾投入 1.44亿美元，帮助升级哈
拉雷莫顿·贾夫雷水处理厂、沃伦水泵站、
亚历克斯公园水泵站、莱托姆博水泵站和
克罗伯勒水泵站过时的水处理系统。

文章认为，中津两国关系是相互合作、
互利共赢的关系。那些认为中国人在此开
采资源就是掠夺的人，本身就是扭曲的心
态，对于国家发展而言，毫无益处。“我们坚
信，我们需要构建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美
好愿景；我们需要做的是探索在未来如何
更好履行与中国达成的协议，从而去努力
打造真正互利共赢的中津合作模式。”

津巴布韦主流媒体《新闻日报》发表社论文章

中国提供了坚定支持和无私帮助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蔡 淳

中津两国关系是相互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近20年来，在津巴

布韦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困境时，中国提供了坚定支持和无私帮助。

虽然刚过中国的立秋节

气，全球宏观经济却已经明显

感到了一丝“凉意”。日前，印

度央行、新西兰央行、泰国央行

和菲律宾央行都相继宣布降

息。事实上，自年初以来，降息

已经成为超过20个国家主要央

行的货币政策基调。全球正在

迎来新一轮降息潮。

据新华社东京电 日本内阁府日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受强劲的个人消费开支和企业投资带动，日本 2019
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
1.8％，环比增长0.4％，连续第3个季度实现增长。

修正数据还显示，第一季度日本实际GDP按年率计
算增速达2.8％。虽然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仍
大幅高于市场预期。共同社此前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
遍预计第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速为0.7％。

第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个人消费和
企业投资：占日本经济比重约六成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
0.6％，企业设备投资环比大幅增长1.5％。不过，外需成
为经济增长的拖累因素。第二季度日本出口环比下降
0.1％，进口环比增长1.6％，这导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为负0.3个百分点。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二季度个人消费增长强劲是
因为庆祝新天皇即位的“十连休”导致旅游和休闲支出
旺盛，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可能导致人们控制今夏的
消费。

内阁府数据显示

日本经济连续三个季度增长

本报讯 记者田原报道：印尼央行副行长多迪近日
在雅加达表示，人民币贬值并不会恶化印尼出口条件。
印尼此举不仅澄清了市场近期对印尼经济增速放缓、出
口下滑原因的疑虑，更有力地回击了个别国家和少数西
方媒体关于“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无端指责。

印尼中央统计署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二季度，印
尼出口总量萎缩 1.81%，与去年同期增长 7.65%的局面
大相径庭，还导致当季印尼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滑至
5.05%，较上季度的 5.07%小幅下滑，且明显低于去年同
期的5.27%。

在回应西方记者将印尼出口表现不佳归咎于人民币
贬值的质疑时，多迪尖锐地指出，“如果将出口表现不佳
归咎于人民币贬值，又如何解释二季度印尼进口总量萎
缩 6.73%的现象？”多迪表示，政府该做的是积极强化双
边经贸关系、努力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同时促进内需增
长、刺激投资复苏。

多迪认为，印尼近期对几个贸易伙伴出口表现不佳，
但这与人民币贬值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国际市场需求
和自身产品质量息息相关。“二季度，印尼投资总量增速
仅为5.01%，远低于去年同期的5.85%，装备制造、汽车、
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乏力，这才是二季度GDP增速下
降的重要原因。”多迪说。

这一观点也得到世界银行印尼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桑德尔的认可。他预计，进出口对印尼今年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不会太高，反而是在财政政策刺激下的公共和私
营部门支出，将继续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

印尼央行官员表示

印尼出口下滑与人民币贬值无关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日前，2019/2020学年
中国政府奖学金录取通知书颁发仪式在中国驻柬埔寨使
馆举行，185名柬埔寨学生获中国政府奖学金。

中国驻柬大使王文天表示，中柬命运共同体是两
国传统友谊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升华，中柬友谊之树长
青，需要无数热爱中柬友好的年轻人来培土和浇灌。
一个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盛，归根结底取决于教育、
取决于人才。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已累计接收了近
3000 名柬埔寨学生，很多人学成归来，已成为各行各
业的骨干，为柬埔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发挥了重要
作用，成为中柬两国人民增进了解、加强沟通的桥梁和
纽带。

柬埔寨教育青年体育部国务秘书约克诺伊表示，中
国政府向柬埔寨学生提供奖学金，为柬人力资源培训事
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参与柬朝向繁荣
发展、实现 2030 年迈向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目标的高度
重视。

促进中柬友谊

185名柬埔寨学生获中国政府奖学金

据新华社日内瓦电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日前在日内瓦发布题为《气候变化与土地》
的报告，指出土地退化会加剧气候变化，呼吁各国以可持
续发展的方式利用土地。

报告说，农业、林业和其他利用土地方式所排放的温
室气体，占人类排放温室气体总量的 23％，而土地自然
吸收二氧化碳的数量约相当于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和工业
上排放二氧化碳数量的三分之一。但是滥伐森林等人类
活动使得一些地方土地荒漠化，气候变化也改变了一些
地方的陆地生态系统，相关的土地退化可能增加大气中
二氧化碳含量，从而加剧气候变化。

与土地退化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粮食安全。报
告显示，自 1961年以来，全球植物油和肉类的人均供应
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这些食物的分配方式并不合理，
全球约有 20亿成年人超重或肥胖，同时有约 8.2亿人营
养不良，人类生产的粮食中又可能有高达30％被损失或
浪费。因此，全球可以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改善利
用土地的方式。

报告呼吁各国改善土地利用方式，减少过度消费和
浪费粮食，避免毁坏和焚烧森林，并采取综合措施减少与
土地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说，以可持续发展的方
式利用土地，有助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及相关风险。

联合国报告呼吁

各国应可持续地利用土地

本版编辑 徐 胥

“梓墨千年——十竹斋木版水印艺

术作品展”近日在伦敦英国王储基金会

传统艺术学院开幕。据主办方中国古籍

保护协会介绍，以明代胡正言“十竹斋”

为代表的饾版、拱花等多色套印技术集

绘、刻、印于一体，是中国古代印刷发展

史中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此次展览展

出200余件艺术作品和实物，其中《廿四

节气》《千手千眼观音》和木刻肖像印等

作品是首次在英国展出。

图 为 嘉 宾 参 观 木 版 水 印 艺 术 作

品展。

新华社记者 韩 岩摄

十竹斋木版水印艺术

作品展在伦敦举行

徐 骏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