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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美国服
务业、制造业和消费者信心等数据越发难
看，金融市场闪崩不断，流动性短缺已经
持续近90天。这表明，美国经济持续11
年的扩张局面难以为继。眼下的美国经
济，应了《红楼梦》里那句话：“外面的架子
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
显示，美国非制造业指数（追踪医疗、金
融、农业和建筑业）11 月份增速低于 10
月份，从10月份的54.7跌至53.9。统计
显示，商业投资仍然是经济的薄弱环节。
非住宅固定投资（反映软件、研发、设备和
结构方面的业务支出）在上一季度下降
1％之后，三季度以2.7％的速度下降。

根据政府的首次广泛估算，美国公司利
润三季度开始下降，商业收益的一项关键指
标（不计入存货评估和资本消耗调整的税后
利润）比上一季度下降了0.6％。与去年三
季度相比，税后利润下降了0.4％。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日前公布的数据
显示，11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环比下降0.2至48.1，连续4个月萎
缩。新订单指数环比下降1.9至47.2；库

存指数环比下滑3.4至45.5；就业指数下
降1.1至46.6；新出口订单指数下降2.5至
47.9。 制 造 业 占 美 国 经 济 比 重 约 为
11％。制造业持续萎缩加剧外界对美国
今年四季度经济增速或大幅放缓的担忧。

尽管美国 11 月份失业率较前月有
所下降，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岗位高于
市场预期，但依旧无法支撑美国消费者
信心指数。11 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
数连续第四个月下降，这是在全球经济放
缓和对贸易政策持续担忧的情况下，美国
家庭正在缩减开支的另一个迹象。大企
业联合会表示，其消费者信心指数从 10
月份的 126.1 降至 11 月份的 125.5。衡
量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劳动力市场状况
的评估指数从 10 月份的 173.5 降至 11
月份的166.9。

此外，受美国贸易政策影响，多数美
国零售商正设法“消化”关税成本，中小零
售商处境尤其艰难。尽管美国消费者还
未明显感受到价格上涨影响，但调查显示
八成消费者对关税推高物价感到担忧。

消费对美国经济起着无可替代的拉
动作用。但是，对消费者驱动的增长过于
依赖是有问题的。美国经济的潜在实力
正在下降，消费数据传统上是经济疲软的
滞后指标。商业周期由住房和商业投资
驱动，到消费者支出开始减弱时已经为时
已晚。当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过于依赖消
费者支出时，往往是一个警告信号。

目前，美国在全球服务经济领域的主
导地位下降。从2003年到2015年，美国
在医疗服务、高等教育、版税和支付处理
等服务领域的贸易顺差增长了近5倍，达

到2633亿美元。然而，此后增长陷入停
滞。2019 年前 9 个月，服务出口几乎没
有增长，进口增长了5.5%。

截至9月底，美国服务业贸易顺差为
178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有可
能出现2003年以来最大年度降幅。美国
服务业在学术、科技、金融和咨询领域创
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且通常是高
技能岗位。服务业的主导地位下降，意味
着美国核心竞争力衰退。

在金融领域，美国更是险象环生。近
日，美国金融市场闪崩不断，纽约联储持
续向市场投入流动性，仅在 12 月 4 日一
天内就向金融市场注入了701亿美元的
临时流动性。银行向美联储出售了 549
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52亿美元抵押贷
款证券，美联储则吃进了所有这些债券。

美联储的干预旨在确保金融体系具
有足够的流动性，并确保短期借贷利率稳
定。自9月中旬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
短期利率出乎意料地飙升，美联储一直以
目前的方式干预市场。但是，美联储向美
国金融市场提供的流动性如同进入黑洞
一般，无声无息，毫无回应。因此，美联储
能做的就是不断印钞、不停购债。有金融
机构预计，明年年中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
率将跌到1.2左右，日元对美元汇率可能
坐上火箭一飞冲天。

各项数据越发难看 金融市场不断闪崩

美国经济萎缩迹象初现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关晋勇

12月5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
新经济对策决议。这是时隔3年后日本
推出的又一项大型经济对策，总规模约
26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此举意在为东京
奥运会后经济预期下滑下先手棋，但日本
经济界对政策效果的质疑声不断。

日本新经济对策主要内容包括三大
项，一是灾后重建。今年连续多场台风、
暴雨给日本造成了较大自然灾害。政府
将帮助灾区民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并强
化基础设施，包括支援拆除被毁房屋、处
理灾害垃圾、加固决堤河流的堤坝及疏浚
河床，重建供电网络并推进电线入地。此
项事业规模达7万亿日元。

二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10月份日
本增加消费税，导致国内消费下降，加之
国际贸易争端影响日本出口，预计对日
本经济影响将长期化。日本政府的对策
内容包括促进中小企业投资、为员工加
薪；向和牛养殖户提供补贴，增加畜牧产
品出口等。为此，日本政府将从明年开
始在3年内选拔招募公务员，减少“冰河
期”人员压力。此项事业规模达到7.3万
亿日元。

三是应对东京奥运会之后的经济下
滑压力。有预测显示，东京奥运会之后日
本投资、消费将失去动力，经济下滑压力
增大。因此，日本政府大力推进电子支付

等新经济发展，针对近年来老年人开车交
通事故增多现象，将补助老年人新购车辆
配置自动刹车装置。为普及中小学电脑
教育，政府将为每名中小学生配备一台电
脑，并增加对“后5G”时代通信技术研发
的支持。同时，为吸引外国游客，促进旅
游业发展，将促进成田机场等跑道建设和
高速公路拓宽工程等。此项事业规模达
11.7万亿日元。

这是日本时隔 3 年再次提出经济对
策。2016年8月份，日本政府相关经济对
策规模达28.1万亿日元。此次对策堪称
与上次一样的大手笔。日本政府计划在
年底补充预算和明年度预算中安排相关
资金。至于这项经济对策的财源，日本中
央政府及地方财政将承担13.2万亿日元，
希望以此带动民间投资，最终达到26万
亿日元的总规模。其中，公共投资部分除
政府一般预算外，还将从东日本大地震特
别财政和财政投融资渠道筹措资金，公共
投资不足部分将发行建设国债。

今年以来，虽然日本政府对经济形势

的判断仍坚持“缓慢增长”，但下行压力已
经显现。据日本财务省最新发布的今年
三季度法人企业统计，除金融保险外的全
产业销售额同比下降2.6%，为3年来首次
下滑，其中制造业下降1.5%，也是连续两
个季度下降，非制造业下降 3.1%，达到 3
年来最大降幅，特别是信息通信下降
18.9%，半导体制造设备等金属制造业下
降 15.4%。全行业经常收支利润下降
5.3%。在该统计报表中，只有设备投资有
所增加。

与此同时，10月1日政府增加消费税
确实对经济打击巨大，当月日本零售额环
比下降7.1%，百货店销售额下降17%，汽
车销售量同比下降24.9%，工矿业生产下
降4.2%，达2018年以来最大跌幅，出口连
续11个月呈下降趋势。10月份家庭开支
减少了5.1%。

分析认为，在此次经济对策内容中，
有多项不属于促进投资生产、拉动消费的
内容。日本政府的举措重规模、轻效果。
三菱UFJ调查咨询公司主任研究员小林

真一郎认为，启动如此大规模经济对策，
其必要性值得商榷。特别是短期内如此
大规模投资，其效果、质量值得研究。另
外，大规模政府投资给财政造成了巨大负
担，国债负担本就沉重的日本政府将进一
步延后重建财政进程。日本共产党书记
长小池晃批评政府增加消费税引发景气
下降，刺激经济政策进一步增加了财政负
担，可能再次导致增加消费税，日本经济
政策始终没有摆脱这一怪圈。

日本政府称，此次经济对策将拉动
GDP 增长率提升 1.4%，但经济界质疑政
府的测算太过天真，因为很多投资并不能
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效益。日本在野党
也批评政府“乱撒钱”。10月份消费税从
8%增至10%，国家财政每年仅增收5.7万
亿日元，现在为增加支出却要付出13.2万
亿日元，得不偿失。此外，新发国债将进
一步削弱财政健全性，使日本基础财政平
衡目标被迫延后。

此前，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公布的一项
“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业务发展动向调
查”报告显示，2018年度日资企业在海外
生产量占日本企业生产总量的36.8%，创
1989年有调查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制
造业是日本生产效率最高的领域。相比
之下，日本金融、服务等其他行业生产的
效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却
处于中低水平。加之，日本人口减少、老
龄化等发展趋势，如何尽快提高国内劳动
生产效率，应成为日本经济对策的重点
内容。

日本新经济对策重规模轻效果
苏海河

本报首尔电 记者白云飞报道：第二轮中韩企业家
和前高官对话日前在韩国首尔举行。双方围绕全球经济
形势、深化中韩经贸合作、扩大多边和区域合作、中韩合
作应对单边主义及保护主义等问题交流讨论。

此次对话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大韩商工会议
所共同主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韩
国国会前议长丁世均，以及中韩两国企业家、政府前高官
及智库专家共30余名代表参加了对话。

中方代表认为，当前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全球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韩互为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在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问题上拥有广泛共识，双方应巩
固友好发展传统，共同抵御国际经济不确定性风险。

中方代表表示，中韩应进一步提升双边经贸合作水
平，深挖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及其升级版的制度优
势，营造更加开放、公平透明的贸易投资环境；拓展新能
源、节能环保、数字经济、金融服务等新的合作领域，加强
科技创新合作；积极寻求共建“一带一路”与“新南方”“新
北方”战略对接，扩大第三方市场合作；持续扩大多边和
区域合作的共同利益，共同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和中日韩FTA谈判进程。

韩方代表表示，韩中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好，民间交
流活跃，在很多领域还有很大合作空间，愿致力于推动两
国贸易、投资、区域合作再上新台阶，促进双边经贸关系
稳定健康发展。韩中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机制有助于韩
中关系全面提升。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世界粮农组织日前
表示，在肉类产品和植物油价格上涨的带动下，全球食品
价格指数11月份大幅上涨，达到两年以来的最高值，谷
物价格则因预期产量创纪录而下跌。

世界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主要用于追踪日常交易
类食物商品的国际价格月度变化情况。11月份，该指数
平均为177.2点，比10月份上升了2.7％，比去年同期上
升了9.5％。

世界粮农组织植物油价格指数 11 月份上涨了
10.4％，原因是受全球进口需求旺盛、生物柴油生产使用
量增加以及明年可能出现供应短缺三大因素影响，棕榈
油价格出现上涨，菜籽油和豆油价格也同步上涨；肉类价
格指数上涨了4.6％，创下十多年来最高环比涨幅，牛肉
和羊肉价格的涨幅最大，原因是进口需求强劲；糖类价格
指数比10月份上涨1.8％；乳制品价格指数与10月份相
比出现小幅上扬，原因是欧洲的牛奶产量进入季节性低
位，但全球需求依然保持旺盛。

相比之下，由于主要小麦出口国之间竞争激烈，谷物
价格指数下降了1.2％。稻米价格也出现下跌。与此同
时，美国玉米出口价格仍面临下行压力。不过，阿根廷和
巴西的玉米价格总体上较为坚挺。

世界粮农组织还发布了2019年全球谷物产量最新
预测，预计谷物产量将创历史新高，达到27.14亿吨，比
2018年增加2.1％。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南非统计局
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萎
缩 0.6%。

南非统计局称，当季南非矿业、制造业、运输等行业
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导致经济萎缩，但贸易、餐饮、住宿、
金融等行业仍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南非经济增长受到多种因
素制约，包括电力短缺、商业信心萎靡、政府政策存在不
确定性、国企经营不善等。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世界
旅游组织近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到
2030 年全球旅游交通碳排放预计将从
2016 年的 15.97 亿吨增加至 19.98 亿吨，
占到人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5.3%。

报告预计，到2030年全球游客总量将
从 2016 年的 200 亿人次增加至 374 亿人
次。机票价格下降、航路增多、新技术和新
商业模式的出现，以及各国签证政策的放
宽，都将促进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增长。目
前，旅游业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
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占到全球生产总值
和就业市场的10%。

随着出行人数增加以及低碳化的推
进，游客每人每公里的平均碳排放有望在
未来十年内下降。世界旅游组织呼吁，进
一步加强旅游与交通业之间的合作，加快
去碳化。同时，旅游业自身也应设立更加
长远的目标，实施行业转型，实现低碳增
长。此外，旅游业还应对各项旅游活动的
碳排放实行监测并公开数据，从而提升政
策制定者、行业从业者和游客对这一问题
的认识，并扩大气候适应行动规模，全面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美国近期公布了一系列经济数据，美国服务业、制造业和消费者信

心等数据越发难看，金融领域更是险象环生、闪崩不断，流动性短缺已经

持续近90天。各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持续11年的经济扩张局面难以

为继，经济萎缩迹象初现。

本版编辑 禹 洋

世界旅游组织报告指出

全球旅游交通碳排放持续增加

柬埔寨建筑商协会峰会暨柬埔寨建筑业博览会日前在柬埔寨首
都金边举行，46家中国企业受邀参加博览会期间举办的中国建筑建
材品牌展。图为参展中资企业向客户介绍产品。 张 保摄中企亮相柬埔寨建筑业博览会

日本政府公布的总规模26万亿日元经济刺激计划引发不少质

疑。日本经济界认为，该计划重规模、轻效果，会进一步增加日本沉重

的财政负担。如何尽快提高国内劳动生产效率，应成为日本经济对策

的重点内容。

共同应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中韩企业家和前高官举行对话

世界粮农组织指出

全球食品价格指数持续上涨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宋斌报道：塞内加尔矿业与地
质部长埃萨图·索菲·格拉迪马日前对媒体称，该国去年
黄 金 产 量 已 达 12.57 吨 ，比 2017 年 的 7.32 吨 增 长
71.72%，2015年产量仅为5.67吨。预计2023年该国黄
金产量将达18吨，进入非洲黄金生产国前7名。

塞内加尔金矿主要集中在与马里接壤的东部地区，
萨博道拉金矿与卡拉克纳金矿是主要产地，其中由加拿
大投资的萨博道拉金矿项目于2009年投产，是该国第一
个工业金矿，储量260万盎司黄金。

其他矿产产量方面，预计2023年磷酸盐将达360万
吨，产量在非洲排名前三位；锆石产量将达9万吨，产量
在非洲排名靠前。

南非三季度GDP萎缩0.6%

塞内加尔黄金产量近年猛增

“一带一路 非遗新生”中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交
流会日前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举行，中土两国
女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同台展演。图为四川道明竹
编传承人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华社发）

当“非遗”遇上“非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