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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将
美国推上了全球确诊病例数第一的“宝座”，
还严重加剧了美国家庭财富领域的两极分化
现象。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一份报告显
示，随着美国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在疫情
肆虐的第二季度美国家庭资产净值较第一季
度增长7.6万亿美元，至119万亿美元，增幅
为 6.8%，创下了新纪录。2020 年上半年，华
尔街投行和交易收入创下8年来最高水平。

账面数字如此亮眼，但细看结构却耐人
寻味。目前，美国整体收入结构存在明显的
两极分化。美联储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最
富的前1％和10％人口分别占全部家庭财富
的30.5％和69％，而最穷的50％人口仅占全
部家庭财富的1.9％，且这种差距呈加速拉大
趋势。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截
至 10 月中旬，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到
3.88 万亿美元，与今年 3 月份的统计数据相
比，增长了9310亿美元。与此同时，相当一
部分穷人因企业停工而失去工作，在贫困线
附近挣扎，更甚者只能靠救济金艰难度日。

美国劳工部11月2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截至11月21日的一周，美国首次申
请失业救济人数较前一周增长3万人至77.8
万人，升至五周来最高值。据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报道，自新冠肺炎疫情席卷美国劳动
力市场以来，截至今年6月份，美国已有超
过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 （约4260 万人） 申
请了首次失业救济。美国今年4月份以来的
失业率也不容乐观，今年4至7月份，美国

失业率连续4个月超过10%，尽管10月份
美国失业率已降至 6.9%，但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认为，美国就业市场复苏“充其量
仅完成了一半”。

相比之下，富翁财富的增长主要由金
融资产尤其是股票带动。比如，虽然多次
减持套现，但目前亚马逊CEO贝索斯持
有逾 5300 万股亚马逊股票，价值约 1700

亿美元。凭借这些股票，贝索斯仍然稳居全
球首富的位置。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
据，只有略多于一半的美国家庭持有股票，
在年收入低于3.5万美元的家庭中只有不到
五分之一持有股票，而在年收入超过10万
美元的家庭中近九成持有股票。可以想见，
那些持有大量有价证券的家庭，也随着美国
股市上涨赚得盆满钵盈，而底层家庭只能望

洋兴叹。
所谓美国金融市场一片红火，既是美联

储大规模投放货币的结果，也是美国虚拟经
济和实体经济不断脱节的表现。虚拟财富大
幅增加与第二季度实体经济状况形成了鲜明
对比，实体经济步履艰难，第二季度美国国内
生产总值出现了70多年来的最大降幅。特
别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对企业产生
影响，目标客户为低收入群体的公司销售额
会继续下滑。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实体企业大
规模裁员，无论是制造业巨头，还是航空业巨
头，甚至硅谷企业，公布裁员通知往往都以万
为计数单位，令美国实体经济就业市场寒意
四起。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不少公司允许
员工在家远程工作，甚至有部分美国公司员
工转移到其他国家居住。美国能够采取这种
工作方式的公司，多数是轻资产高收入企业，
因而这部分员工感染新冠病毒的机会也较
低。从事餐饮、运输等收入较低行业的员工
被传染的机会相对较高。较贫穷的美国人往
往是此次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的人，较富裕人
群的失业情况要少得多。由此可见，在美国，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程度不一，家庭之
间的贫富差距也在急速扩大。未来，随着穷
人的财务困境越来越严重，美国家庭财富两
极分化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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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庭财富两极分化严重
□ 关晋勇

11 月 27 日，印度中央统计局公布的
2020/2021财年第二季度（7月份—9月份）
经济数据显示，本财年第二季度印度经济同
比下滑7.5%，标志着印度经济已连续两个季
度出现负增长。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印度
本财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滑，同
比萎缩23.9%。尽管负增长态势已有所放
缓，但下行风险尚存，印度国内经济复苏仍步
履艰难。

根据最新经济数据，在本财年第二季度
中，印度制造业、农业以及电力行业分别同比
增长0.6%、3.4%和4.4%，服务业、采矿、建筑
以及贸易等行业则继续下滑。制造业等多个
行业呈现回暖迹象，让印度经济萎缩之势在
7月份至9月份得到了缓解。此前，印央行估
计印度GDP将在第二季度下滑8.6%，路透
社发布的分析报告也预测本季度印度经济将
萎缩8.8%，印度官方这次公布的增速好于上
述预期。对此，印度国家银行首席经济顾问
苏米亚·坎蒂·高希表示，这表现出印度经济
的弹性。

然而，对于印度经济发展前景如何，各

方仍持谨慎态度。印度财政部发文称，尽
管经济复苏趋势为人们带来了乐观情绪，
但这也只能是谨慎的乐观情绪。经济能
否持续复苏，还要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
况如何。法国兴业银行印度经济学家昆
瑙·昆杜表示，对印度经济而言，最不利的
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但经济仍未摆脱困
境，经济活动或将继续受阻。印度政府首
席经济顾问苏布拉马尼安也指出，GDP
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意味着印度经
济已进入技术性衰退。第二季度印度经
济数据的确很鼓舞人心，但经济前景究竟
如何仍有待观察。

要想使国内经济继续保持回暖势头，
印度政府需要解决许多棘手问题。

在短期内，印度国内近日发生的大规模
农民抗议活动已经成为政府亟待处理的难
题。今年9月份，印度议会通过了新的农业
改革法案。根据新法案，农民可以自由地将
其产品出售到任何地方，包括向大型企业买
家出售，无需在政府监管的批发市场上以

“最低支持价格”出售。
反对该法案的人担心，新法案将破坏

现行“最低支持价格”体系，强化零售商对
农民的控制，损害农民权益。前几天，印度
数千名农民封锁了通往首都新德里的主要
道路，在新德里边界与数百名警察和准军
事部队对峙。印度政府表示已准备与抗议
农民代表举行会谈，共同商讨解决关于新
农业法案问题。农民群体的抗议活动愈演

愈烈，对于刚刚有所起色的印度农业而言
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有舆论指出，此次
抗议活动对农民和政府来说都事关重大，
如果政府处理方式不当，可能会为一场长
期危机埋下种子。

从长期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必定是印
度进一步提振经济的关键。7月份至9月份，
印度国内经济出现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印度政府自6月份起逐渐解除封锁措施，各
地餐馆、商场和宗教场所陆续重新开放，经济
活动的恢复带动了国内经济增长。如今，印
度累计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超过900万，每
日新增病例数一直居高不下，疫情如果得不
到有效控制，印度经济复苏必将延缓。

全球商业信息服务机构邓白氏（D&B）
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称，鉴于印度国内可能
出现的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疫苗供应的
不确定性，经济增长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尽
管印度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经济已加快
复苏步伐，但不排除疫情发展使政府重新启
用部分封锁措施，削弱经济回暖势头，打击国
外投资者的信心。

疫情防控压力巨大 农民抗议雪上加霜

印度经济复苏步履艰难
本报记者 施普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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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2月2日发
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
虐，企业对经济前景的乐观情绪减弱。

这份报告根据下属12家地区储备银行的最新调查结果
编制而成，也称“褐皮书”。报告显示，与10月份发布上期报
告时相比，大多数辖区经济实现温和或适度扩张，但纽约、费
城等四个辖区经济仍停滞不前，部分辖区经济活动自11月初
开始放缓，企业乐观情绪减弱。

行业方面，制造业、物流业及房地产市场增速高于平均水
平，但也曾出现增长中断。在波士顿等辖区，酒店和旅游业仍
受到疫情重创。同时，多数辖区信贷前景恶化，尤其是流入零
售业及休闲和酒店业的商业贷款前景不佳。各辖区金融机构
普遍预测，贷款违约率或在2021年上升。

就业方面，几乎所有辖区就业均出现增长，但多数辖区就
业增长缓慢。

此外，物价整体适度上涨。由于供应中断或延误频发，运
输成本上升，产品销售价格小幅上扬。

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地区储备银行对全
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该报告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例会的重要
参考资料，下次例会将在12月15日至16日举行。

美联储称企业乐观情绪减弱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美国“黑色星期五”购物促销日前往商店购物的人数较往年
减少。图为日前人们在美国纽约梅西百货购物。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本报雅典电 记者曲俊澎报道：据西班牙媒体报道，
2020年全球橄榄油产量将达到311万吨，全球消费量预计将
达到314万吨。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各种原材
料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再加上市场供不应求，导致橄榄油
价格大幅上涨。

今年全球橄榄油产量预计比去年下降3.4%，主要是因为
地中海沿岸国家普遍减产。其中，意大利本年度减产27万
吨，希腊减产24万吨，摩洛哥减产14万吨，突尼斯减产13万
吨，葡萄牙减产12万吨。与此同时，西班牙由于提升了现代
化水平和使用了新技术，本年度预计将增产160万吨至170
万吨。目前，西班牙橄榄油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0%以
上，这一趋势将在未来得到加强。地中海地区盛产橄榄油且
橄榄油贸易长盛不衰。尽管美国、阿根廷等地也在努力种植
橄榄树，但地中海地区仍是全球橄榄油的重要产地。

全球橄榄油价格或将大幅上涨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日本财务省日前发布的
10月份贸易统计速报显示，由于矿物性燃料、船舶及钢铁出
口同比大幅下降，日本当月出口额降至6.57万亿日元（1日元
约合0.06元人民币），同比仅减少0.2%，连续23个月同比下
降。不过，下降幅度显著缩小，继续呈现恢复迹象，出口已基
本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

在进口方面，由于原油及液化天然气、飞机等产品进口显
著下滑，日本 10月份进口额为 5.69 万亿日元，同比减少
13.3%，表明日本消费仍不足，国内市场恢复乏力。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10月份日本对华出口1.4578万亿日
元，同比增长10.2%，实现连续4个月对华出口增长。中国仍
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且增速明显高于对美出口增长2.5%
的水平，当月对欧盟出口下降2.6%。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
地区整体出口增长率由负转正，同比增长4.4％。

由于进口减少，使得当月出现贸易盈余8729亿日元，连
续4个月实现贸易顺差。

但是，由于入冬以来欧美地区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日
本经济界担心11月份以后出口将再次下跌。

日本10月份出口呈恢复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