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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美方肆

意破坏与滥用规则，不择手

段打压正常经营的中国企

业。1月 5日，美国政府签署

新的行政命令，禁止与 8 家

中国应用软件进行交易。1

月 6 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

所在几度反复之后，宣布将

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

国联通（香港）在美上市的股

票从大盘中除名。

这两件事，除了给美方

肆意打压中国企业的账上再

添两笔罪证之外，更反映出

美方对一贯自我标榜的自由

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破坏

与践踏。短期看，这种行为

破坏了合规企业的正当权

益，并伤及美国国内投资者

的利益；长期看，破坏与滥用

规则最终伤害的是美国政府

信用和市场信心，受损修补

的成本极高，美方最终会为

这套损人不利己的“七伤拳”

埋单。

“封杀”8 家中国应用软

件的行为，是美方泛化国家

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

理打压外国企业的霸凌、霸

道、霸权行为的又一例证。

美方声称禁止的理由是保护

美国公民的隐私和数据安

全，本质上是美方对中国比

较领先的科学技术草木皆

兵，不惜将科技本身意识形

态化。美方一边做着无差别

监控和窃密这样的事情，一

边毫无根据地去指责其他国

家，其霸权心态和虚伪“双

标”暴露无遗。

纽交所几经反复后除名

3 家中国企业，是美国一些

政治势力在持续无端打压在

美上市外国公司，反映出其

规则制度的随意性、任意性、不确定性。这种行为对中国相关公司

直接的影响实则有限，反而对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国投资者的伤害

程度更深。

美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赖于全球企业和投资者对其规则

制度包容性和确定性的信任，而美方一些政治势力对规则的滥用

已经在极大地侵蚀着这种信任，这对常常自诩以商业立国的美国

来讲是“伤及国本”的蠢事。

本届美国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在证券市场上打压中国企业的行

为，对美国投资者造成实际伤害。而对中国企业的标签化处理，客

观上阻止了美国投资者在美国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机遇。纽交所虽

然最后宣布执行美国政府的行政令，但是几经反复，恐怕也是对这

种无视市场规则的行政令有所考量。

毋庸讳言，近期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打压有所增多，范围似

乎也有所扩大。但这只不过是美方色厉内荏的一种极端反应罢

了。其目的，除了转移国内深层次经济社会矛盾之外，企图削弱中

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遏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心思也是路人皆

知。这样的做法将对正常的国际经贸合作造成极大伤害，是对全

球经济发展和国际社会合作毫无责任感的表现。最终的结果，只

会再度应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中国古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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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日前，瑞士联邦政府经济专家组发布有关瑞士国内生

产总值（GDP）预测报告指出，2020 年瑞士 GDP 将下降

3.3%，平均失业率达到 3.2%，但乐观地认为“瑞士经济不会

出现真正的衰退”。

预测报告称，2020 年冬季以来，瑞士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有所增加，相应的疫情防控措施大大减缓了经济发展进

程。但总体来说，针对第二波疫情所采取的防疫措施没有

2020年春季那么严格，瑞士整体经济受到的影响也没有之

前那么严重。最新预测将 2020年经济降幅修正为 3.3%，显

示GDP下滑情况比早先预测的情况要好得多。

瑞士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称，2020年 4月底开始，瑞士

政府逐渐放宽疫情封锁限制措施，对经济恢复产生了积极

影响，消费与投资需求水平都超出预期。2020 年第三季

度，住宿与餐饮等行业延续复苏态势。但瑞士经济中依赖

全球需求的领域，如国际旅游业仍处在低迷状态。据专家

估算，即便不再实施严格的封锁限制措施，瑞士经济也要到

2021年底才可能回归到疫情前的水平。

瑞士政府经济专家组认为，疫情对瑞士经济造成的影

响略轻于此前预期。对此，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表示，这要

部分归功于瑞士各类工业的混合共存体系，以及 6 月份联

邦政府作出的迅速终止封锁限制措施的决定。瑞士经济的

“混合型工业”体系避免了经济发生更大幅度的下降。化工

与制药是瑞士最大的两个工业领域，产值在 2020年第二季

度上升了 0.3%，从而在整体上稳定了瑞士制造业的下降态

势。此外，瑞士政府为抵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而实施的缩

短工时和部分失业（即不充分就业）救济措施，的确起到了

积极作用。这些措施降低了疫情期间的失业率，防止了就

业岗位流失，而且缩短工时所消耗的费用，比支付失业金产

生的费用要少得多，从而减少了失业救济的整体支出，堪称

一举两得。

瑞士政府经济专家组预测，瑞士 2021年经济前景可能

还不容乐观，新冠肺炎疫情的继续传播和相关限制措施会

在 2021 年年初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专家组对 2021 年国

内生产总值的预测是 3%的增幅。但能否达到这一目标，取

决于在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后，经济和社会生活能否逐渐

恢复正常。届时，得益于一些延迟的消费和投资支出可能

会得到释放，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尤其是商品出口显著回

升，瑞士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出现暂时的高于平均水平的

增长。

瑞士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的预测相对乐观一些，认为

瑞士经济将在 2020年下半年至 2021年期间逐步复苏，国内

生产总值将出现 4.9%的增长。不过，经济复苏取决于诸多

因素或前提条件。比如，未来是否会出现新一波疫情及随

后是否需要再次实施严格的封锁限制措施、裁员和企业破

产依然维持在有限范围内、国外需求能够缓慢恢复到正常

水平等。

瑞士：混合型工业体系显现韧性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杨海泉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塞内加尔经济，在此形势

下，塞政府及时调整货币与财政政策，旨在“保民生、保就业

和稳经济”，下半年进行结构性调整等系列改革措施，国民

经济实现了企稳并渐呈转好态势。塞内加尔国家人口与统

计署最新数据显示，该国 2020 年第三季度 GDP 环比增长

3.8%，实现了由负转正。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预测，

2020年该国GDP有望实现0.7%的增长。

自 2020 年 3 月初塞内加尔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病例以

来，疫情迅速蔓延，隔离措施严重影响了生产生活，经济迅

速下滑。2020年第一、第二季度GDP分别环比萎缩1.7%和

2.5%，旅游、餐饮住宿和运输业遭受深度影响，进出口业务

停滞。

塞内加尔一边抗击疫情一边采取措施重振经济。2020

年4月，塞全国抗疫基金很快把募集到的各方捐款1万亿西

非法郎（约 17 亿美元）投入抗疫和改善民生中。夏季疫情

渐缓后，塞政府又启动多个道路与桥梁基础设施项目以及

“十万套住宅”建设规划等，并通过在国际市场融资和国内

减税措施，加速振兴步伐。夏末后，塞内加尔推出了“调整

加速优先行动计划”，重点是保障粮食供应安全、改善医疗

覆盖面和大力发展国家工业能力，同时重组了内阁，旨在提

高行政效率，加速实现“振兴塞内加尔计划（二期）”。

2021 年新年伊始，塞政府再次强调以“振兴塞内加尔

计划”为抓手，以民生为本，努力发展经济。在 2014 年至

2018年“振兴塞内加尔计划（一期）”中，塞 GDP年均增速超

过 6%。目前塞正处于努力实现 2019 年至 2023 年“振兴塞

内加尔计划（二期）”中，以实现 2035 年塞内加尔成为世界

新兴经济体的目标。

在经济领域，塞内加尔将继续推出一批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包括新建姆布尔—蒂克—考拉可 100 公里和捷斯—

圣路易167公里的2条高速公路，使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

488公里。此外，恩蒂亚纳大型港口、10万盏覆盖乡村的太

阳能照明灯、首都公交快线、一批风能、太阳能与水电站绿

色能源设施等也在落实之中，而达喀尔—机场客运铁路将

在2021年竣工。

疫情蔓延暴露了塞内加尔医疗卫生领域的短板。2021

年政府拟新招聘 500 名医生和 1000 名药剂师，在全国新建

4所医院、33个急救中心、7个康复所等。

与非洲其他国家一样，人口约 1600 万人的塞内加尔

属于低龄社会，年龄中位数仅 19 岁。今年塞政府准备再

补充740亿西非法郎 （近9亿元人民币） 用于帮助1.4万个

创新企业，拟新增6.5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和8.9万个间接就

业岗位。

抗击疫情加重了该国原本不佳的财政状况，疫情前，塞

债务总量为 82310 亿西非法郎（约 950 亿元人民币），占

GDP 的 61%。其中双多边公共债务 45180 亿西非法郎（约

520亿元人民币），占债务总量的 54%。2020年 4月，塞内加

尔经济部长浩特曾表示，若各方同意为塞免债，塞债务率将

降至25%。

2021 年塞政府依然安排了 7439 亿西非法郎（约 87 亿

元人民币）的财政预算赤字，支持政府新年度工作目标。

2020 年底，塞议会通过了 2021 年政府财政预算工作安排，

即总预算为 4.589万亿西非法郎（约 530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加 8.9%。塞财政与预算部长迪亚洛表示，2021年塞经济

将得以振兴。

对于经济前景，2020年 9月下旬，萨勒总统在总统委员

会会议上表示，2020 年该国 GDP 将增长 0.7%，2021 年和

2022年增速将分别达到 5.2%和 7.2%，2023年得益于海上油

气开始开采，GDP增长有望实现13.7%。

塞内加尔：加速实现振兴计划
本报驻达喀尔记者 宋 斌

2021 年新年伊始，比特币迎来一轮令人

瞠目结舌的上涨，吸引了全球资本市场的目

光。元旦以来，比特币价格先后站上 34000

美元和 40000 美元的高点，推动加密货币市

场的总市值突破 1万亿美元。海外投资机构

对比特币的观点也分化强烈，有观点认为，美

元疲软、通胀加剧风险、机构入局等因素推高

了价格。但也有观点提醒，这一轮快速上涨

堆积了泡沫，投机风险巨大。

大幅波动快速上行

纵观比特币 2020 年的表现，除了 2 月下

旬的那次断崖式暴跌，它经历了 5 轮快速上

涨，特别是从去年 3月 12日的 3850美元低点

触底反弹以来，行情可谓一路高歌猛进。

“币桌”网站数据显示，2020 年比特币投

资回报是标普 500指数和黄金的数倍。早在

2020 年第一周，投资者猜测地缘政治动荡加

剧可能刺激加密货币需求，关于比特币可能

成为类似黄金的避险资产的预期逐步走强，

比特币价格即跳涨至 7300 美元。从 2020 年

10月开始，相较其他资产的表现平平尤其是

美元持续走软，比特币的“数字黄金”叙事在

机构投资者中日益强化，支撑其接连创下新

高。这验证了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

蒙 2017年的预测——“即便作为黄金替代货

币在较长时期内受到适度排挤，比特币的价

格仍会上涨”。

如今，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都铎投资、

黑石等传统金融“大鳄”已开始扎堆入局。跨

国支付公司 PayPal 则宣布，将允许其 3.46 亿

客户持有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并使用数

字资产在其网络上的 2600 万商家购物。外

汇和加密货币分析公司“量子经济学”2020

年10月底的一份报告认为，PayPal此举“很可

能会成为比特币进入主流时刻的分水岭”。

疯涨之下风险凸显

一些海外投资机构认为，这一轮上涨既

有现实需求的强力推动，又有历史演进的清

晰逻辑。

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拉高了

投资者避险需求。2020 年的全球经济因疫

情冲击出现了二战以来的最大跌幅，国际金

融风险随之堆积至历史新高。

追溯比特币诞生的本源，就可以发现其

与抗通胀有天然的联系。比特币是由据称为

日裔美国人的中本聪在 2008 年 11 月 1 日提

出，2009 年 1 月 3 日诞生的一种虚拟加密数

字货币，其最初就设定了只能通过在网上“挖

矿”产生、总数为 2100 万枚的规则。这种去

中心化的数字货币从设计伊始，就是为了对

抗由于政府超发法定货币所引发的通货膨

胀。供应上限以及每隔 4年发行量减半的规

律，使其具有一定的抗通胀能力，与零利率甚

至负利率条件下也要超发货币、刺激复苏的

各国央行形成反差。

疫情冲击下，出于对冲通胀风险需求，银

行、保险公司、理财机构开始成规模地拥抱包

括比特币在内的加密货币市场。比特币的市

值能快速达到现今这一高度，主要还是因为

机构资金取代全球散户入场开跑。

英国鲁佛投资公司在确认购买价值超过

7.45亿美元的比特币后发布报告称，“当前的

宏观经济环境为这一融合了技术和黄金优势

的资产设置了完美的环境。负利率、极端的

货币政策、膨胀的公共债务、对政府的不满都

为投资比特币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专注加密资产的阿尔卡基金首席投资

官杰夫·多曼认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任何其他货币的贬值，都会强化比特币的购

买力”。

此外，美元信用广受质疑强化了资产多

元布局的意愿。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之前，凭

借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和美联储长期超低

利率政策，美国政府和美资公司发行了天量

债务让全世界分摊其成本。截至2020年9月

30 日，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飙升至创纪录

的 3.1 万亿美元。许多观察家警告称，这种

债务不可持续——一旦危机来临，类似量化

宽松等“印钞行动”将再次登场，而美元的

货币信用势必随之下降甚至被透支。但

2020 年美联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印钞行

动”至今未停下脚步，目前每月国债和政府

支持抵押贷款债券的购买量仍高达 1200 亿

美元。这加剧了全球投资者对美元信用的担

忧，美元和美元资产也随之跌至近年来

低位。

不过，比特币的风险不容忽视。有加密

货币研究机构警告说，当前活跃的比特币账

户已经接近 2017年末的历史最高水平，这可

能将是部分投资者抛售的信号。

而历史上，比特币也多次上演大涨大跌

行情。比如 2017年 12月，比特币价格一度刷

新历史纪录，达到 20089美元高位，但一个月

后就下跌超过50%。

分析人士警告，投资者应警惕比特币市

场的投机性风险。这一方面是因为比特币市

场规模仍然偏小，易于操纵；另一方面是因

为全球迄今尚未建立健全的比特币市场监管

机制。

可以预见，2021 年，比特币市场仍将

被自动化做市商、巨幅波动、超高收益

率、反法币和中央银行体制等标签萦绕。

防范滥炒比特币进而推高系统性风险，应

当成为全球金融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的共

同责任。

比特币还能狂奔多久
本报记者 田 原

本版责编 徐 胥 渠丽华

福特、通用和菲亚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最新发布

数据显示，三大车企 2020年美国市场销量均同比下降超过

10％，但通用第四季度销售情况有所改善。

三大车企日前分别发布的公告显示，2020 年，福特在

美销售汽车 204.47万辆，同比下降 15.6％；通用在美销售汽

车 254.73万辆，同比下降 11.8％；菲亚特克莱斯勒在美销售

汽车182.06万辆，同比下降17％。

图为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北郊拍摄的通用旗下的

凯迪拉克汽车。 （新华社发）

三大汽车公司在美销量均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