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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中旬，全球主要央行动作不

断。这其中，虽然不少国家的宏观环境

与经济走势大体相同，但各家央行的选

择却明显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

一方面，美联储虽然近期大幅上调

了经济增长预期和预期通胀水平，但顺

周期姿态明显。市场预计，至少到 2023

年，美联储都会维持利率不变。另一方

面，3月 17日至 19日，巴西、土耳其和俄

罗斯央行分别上调了基准利率水平；挪

威央行、加拿大央行也发出了类似的

“主动作为”信号。

随后，土耳其央行的人事变动和股

债汇“三杀”引起了投资者的进一步关

注。实际上，土耳其央行在全球经济恢

复尚存变数的当下，出人意料地推进货

币政策正常化，正是要避免股市、债市

和汇市巨幅震荡。

要理解震荡背后的根源，除了土耳

其国内的结构性问题之外，美国宏观政

策的外溢冲击是关键因素。

2018 年，土耳其货币大幅贬值，究

其根本是因为该国大举借入以美元计

价的外债，过度依赖海外短期资本融

资，导致出现经常账户与政府财政“双

赤字”格局。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和

美元强势的大背景下，外部经济失衡被

几何级数放大，土耳其央行左右为难，

回天乏术。

如今的情况虽然不同，但逻辑依旧

相通。基础通胀水平较高且受疫情冲

击较大的土耳其，在美国“天量”经济刺

激政策造成的通胀风险以及债市风险

面前，不得不再一次被迫“二选一”。要

么优先关注短期经济复苏，将币值稳定

这一事关社会稳定、经济安全的关键选

项拱手交出；要么“刮骨疗毒”，通过加

息等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经济过热及

非理性通胀，锁定损失，并从现在开始

努力消化。但无论哪种选择，对土耳其

来说都异常艰难。

进一步看，土耳其的困局并非个

案，而是当前全球金融体系下新兴市场

国家窘境的缩影。

事实上，市场已经开始担忧新兴市

场 会 出 现 类 似 于 2013 年 的“ 缩 减 恐

慌”。只是，此次震荡来自于美联储货

币 政 策 带 来 的 通 胀 风 险 ，而 非 缩 表

风险。

当前，美国越来越大规模的救市政

策正在大幅推升全球通胀预期，美联储

仍然坚持“平均通胀目标化”的政策。

这意味着只有在通胀上涨至 2%以上水

平，同时通胀预期高于“可持续水平”

时，美联储才会收紧货币政策。

在美联储的“前瞻指引”下，美国长

期国债收益率不断攀升，随之出现的是

新兴市场资金外流加剧。目前，新兴市

场资金外流规模几乎已经达到了 2013

年“缩减恐慌”时的水平。换句话说，美

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不断攀升带来的外

溢冲击与缩表加息等货币政策收缩带

来的影响相似。

与此同时，通胀因素也在直接冲击

新兴市场。为对冲通胀风险，精明的机

构投资者纷纷提高了大宗商品敞口，导

致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进一步推升了全

球通胀预期。如此循环往复将对各国

旨在更快恢复经济的刺激政策产生巨

大影响，尤其会限制央行货币政策的宽

松空间。

正是在上述逻辑的“逼迫”下，部

分新兴市场国家央行，乃至于发达经

济体央行只得选择较早收紧货币政

策，即使这么做会导致短期经济增长

动力下降也在所不惜。换句话说，美

国当前推进经济“过热”运行的政策，

正在对世界其他经济体产生“以邻为

壑”的负面冲击。

然而，这一以其他国家经济复苏

放缓和金融体系动荡为代价的刺激政

策 ，并 没 有 为 美 国 带 来 真 正 的 经 济

红利。

如果细观美国刺激政策，可以看

到，其核心是刺激国内消费，对于整个

经济中长期增长并没有太多促进作

用。国际金融协会分析认为，虽然美联

储上调了 2021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但该

上调更多体现为对 2020 年经济衰退的

补偿，而不是对未来前景的看好。简而

言之，美国的这一系列刺激政策是以牺

牲长期增速为代价获取短期增长，是

“寅吃卯粮”的极端短视行为。

当前，美联储面临两大选择。一是

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回归逆周期货

币政策。这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对风险

偏好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甚至

可能引起金融市场震荡，但能够稳定

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二是维持当前

的顺周期政策，低利率和资产购置并

行。这样做或许能使短期数据好看不

少，但也会同时导致财政风险和通胀风

险继续加剧，并且给市场上已经普遍存

在的对冲情绪再添一把柴。就近期的

情况看，美联储无疑将继续维持顺周期

的政策走向；新兴市场国家无疑也将持

续面临该政策的负面冲击。

不过也要看到，尽管发生在土耳其

的市场震荡值得警惕，但新兴市场的应

对能力明显要比 2013 年应对“缩减恐

慌”时要好得多。各方预计，2021 年的

资金流动带来的冲击对于新兴市场国

家来说，更可能是一个“小波折”，而并

非“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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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大手笔的救市政策导致经济出现过热苗头，经济增长预期和预期通胀水平“双升”。按照传

统经济学理论，此时美联储应当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然而美国却选择继续保持顺周期姿态。此举一方面

推升了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通胀风险。二者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导致其市场资金加

剧外流，通胀压力骤然加大，各国央行旨在更快恢复经济的刺激政策纷纷失去了空间。部分新兴市场国家

央行和发达经济体央行只得较早收紧货币政策，即使其负面效应是导致短期经济增长动力下降。换句话

说，美国当前推进经济“过热”运行的政策，正在对世界其他经济体产生“以邻为壑”的负面冲击。更可悲的

是，美国“放水”并没有为它自身带来真正的经济红利，可谓损人不利己，短视且自私。

欧盟是全球汽车工业的重要参与

者。随着汽车工业转型，特别是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提速，欧洲车企

普遍希望能够在这一领域占得先机。

不久前，德国大众集团表示，至

2030 年，其在欧盟境内销售的新车中

将有 70%为纯电动型号。其他欧洲车

企也在不断加快电动车新产品的研

发，力争扩大纯电动车型的市场份

额。这一趋势使得欧洲车企对电池的

需求急剧增加。

与红红火火发展的电动车相比，

欧盟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核心领域——

电池技术与生产方面却发展缓慢。欧

洲车企的电池供应依然主要依赖进

口，自己并没有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

电池产能。

2017 年，欧盟宣布建立电动车电

池联盟，希望通过在欧盟境内建立一

定规模的电动车电池产能，推动新能

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发展。

近日，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塞夫科

维奇在欧盟电池峰会上表示，欧盟将

加快电动车电池生产能力建设，力争

在 2025年实现每年可满足 700万辆至

800 万辆电动车需求的产能。届时，

欧盟将成为紧随中国之后的世界第二

大电动车电池生产方。

为进一步扶持电池产业，欧盟已

经批准了高达 200 亿欧元的资金，来

自 12 个成员国的超过 60 家企业将在

德法两国的带领下参与其中。其中，

仅德国在该领域的投资就达到 130亿

欧元。根据计划，至 2030 年，欧盟电

动车电池产能将占到全球电池市场份

额的30%。

数据显示，2020 年欧洲电动车销

量 上 升 至 汽 车 总 销 量 的 10.5% ，而

2019 年这一比例还仅为 3%。飙升的

数据显示出欧盟在电动车普及推广方

面的巨大进展。与此同时，配套基础

设施特别是充电桩建设也取得积极进

展，有望实现每 10辆电动车配有一个

公共充电桩的目标。近日，德国交通

部长朔伊尔表示，德国政府将再投入

3亿欧元用于建设新的充电桩。

随着欧盟电池产能的扩大，原材

料供应问题将进一步凸显。为破解这

一掣肘问题，欧盟需要充分挖掘本地

原材料供应潜力，降低对第三国原材

料的依赖；同时，优化原材料供应链体

系，提升原材料进口的多元化水平。

当前，欧洲汽车工业正面临加速

转型的巨大压力。欧盟不久前对减排

目标作出调整，汽车排放标准也进一

步提高，各大车企必然要为此付出更

多的研发和生产成本。分析认为，此

举会迫使汽车产业由燃油车向新能源

汽车过渡的进程继续加速。鉴于此，

欧盟亟需解决电动车产量提升与电池

供应长期依赖美国和亚洲之间的矛

盾，掌握电动车电池生产的主动权，减

少对第三方供应的依赖。

市场分析认为，在接下来的 10年

中，欧洲将经历一波电动车电池产业

发展热潮。

力争至2030年占全球市场三成份额——

欧盟电池产业迎来发展热潮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几十年了，第一次在家中远眺乞

力马扎罗山！”这天清晨，肯尼亚首都

内罗毕居民奥斯曼兴奋地在社交媒体

上“打卡”，“晒”出难得的好天气。

东非地区的空气污染与燃油摩托

车的广泛使用不无关系。“摩的”司机

们呼啸而过，“见缝插针”地穿梭在繁

忙拥堵的街道中，留下一路黑烟。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研究显示，燃油摩托

车对空气的单位污染是小客车的 10

倍。为解决这一问题，东非国家政府

正在努力推广电动摩托车、发展清洁

能源，推动经济朝着低碳、可持续方向

发展。

近两年，在卢旺达、肯尼亚、乌干

达等国家和地区，主业为电动摩托车

制造的初创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部分公司还提供“先租后买”服务，方

便手头不宽裕的“摩的”司机“尝鲜”。

卢旺达安培桑德公司是该国第一

家电动摩托车制造公司。由于产品供

不应求，目前有上千名“摩的”司机在

排队等候购车。萨辛是该公司的第一

位客户。他告诉记者：“电动摩托车便

宜又好用，几分钟就能换上充满电的

新电池，维修成本也低。”

3 月初，肯尼亚政府与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在内罗毕启动电动出行试点

项目，49 辆由中国台铃集团提供的电

动摩托车成为项目样车。值得一提的

是，台铃集团已将电动摩托车制造工

艺和生产经验输出到肯尼亚，这 49辆

电动摩托车便是由当地技术工人完成

组装生产的。本地化生产不仅能够降

低成本，还便于在当地提供售后服

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理执行主任

乔伊斯·姆苏亚表示：“期待未来继续

携手台铃，在更多国家推广电动出行，

让‘地球村’更加清洁美丽。”

推广电动出行，清洁稳定的电力

供应必不可少。纵贯肯尼亚南北的东

非大裂谷给肯尼亚带来了丰富的地热

能资源，该国近一半的电力来自地热，

是非洲地热发电量最大的国家。据肯

尼亚电力公司测算，未来 3年，该国地

热发电装机容量将增至 1080兆瓦，跻

身全球第五。据肯尼亚 ARC Ride公

司介绍，该公司将使用地热能为旗下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充电，其车队

将在内罗毕提供货运和客运服务。此

外，该公司还准备“进军”卢旺达电动

车市场，努力为东非运输行业提供无

碳解决方案。目前，ARC Ride 已在

当地建起了太阳能充电站。

对“一路黑烟”说不——

东非国家加快推广电动出行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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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呼吸！”这是 2020 年美国

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临死前的痛

苦呻吟。记录在《2020 年美国侵犯人

权报告》开篇这段让人不忍直视的文

字，直指美国种族歧视问题，反映出美

国少数族裔深受种族歧视迫害的残

酷现实。

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

性、持续性的存在。它反映在美国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类似弗洛伊德这样成

为国际热点的美国种族歧视事件，都只

不过是冰山一角，而潜藏水面之下的结

构性种族主义，则常常被人忽视，异常

复杂、难以消除。

回看美国发展史，在建国后近百

年时间里，美国通过“西进运动”大肆

驱逐、杀戮印第安人，侵占土地、攫取

资源，还实行强制种族灭绝、隔离、同

化政策，犯下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和

种族灭绝罪行。到 20 世纪初，美国印

第安人口已从 1492 年的 500 万骤减至

25 万，今天，在美印第安人数量仅占美

总人口的 2%。美国《大西洋月刊》评

论道，西方在北美殖民的 400 年历史，

对印第安人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血泪

之路”。

进入 21 世纪，种族主义在美国仍

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2019 年，执法

部门报告了 8302 起单一偏见引起的仇

恨犯罪案件，其中，57.6％的案件涉及

种族族裔身份，在种族仇恨犯罪案件的

4930 名受害者中，非洲裔占比近 50%。

美国网站的统计数据反映，2020 年全

年，美国警察仅有 18天没有杀人，非洲

裔人口占全美人口的 13%，但是在美国

警察枪杀的 1127 人中，非洲裔黑人占

比 28%。《独立宣言》宣称的“人人生而

平等”，仿佛与少数族裔无关。“对非洲

裔，美国从不伟大！”

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社会

紧张情绪，尤其是有限抗疫资源的不

均等配置，进一步加深了美国“主流社

会”对亚裔、非洲裔和拉美裔等少数种

族的歧视。

疫情当前，美国少数族裔原本脆

弱的生命权和健康权，遭受了更加严

峻的挑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指

出，美国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率和死

亡率体现了明显的种族差异，非洲裔

的感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分别是白

人的 3 倍、5 倍和 2 倍。拉美裔儿童因

新冠肺炎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儿童的 9

倍。在新冠肺炎死亡率最高的 10 个县

中，有 7 个县是有色人种人口占大多

数。英国《金融时报》称，“没有什么比

这场疫情下的生与死更能体现美国的

肤色差异了”。

经济方面，美国少数族裔也愈发

“难以呼吸”。2020年 6月至 11月，美国

的贫困率上升了 2.4 个百分点，而非洲

裔的贫困率上升了 3.1个百分点。超过

五分之一的非洲裔家庭面临食物匮乏，

这一比例超过白人家庭 3 倍之多。只

有不到一半的非洲裔美国成年人还拥

有工作。

疫情下“进化”的种族歧视，不仅进

一步暴露了美国制度性结构性缺陷，也

让美式人权的虚伪面目无处隐藏。自

诩为“人权灯塔”的美国，如果再不拿出

实实在在的行动，恐怕再过 50 年，马

丁·路德·金的“梦想”也难以实现。

种族歧视戳破美式人权虚伪面纱
孙昌岳

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存在。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社会紧张情绪加剧，美国“主流

社会”对亚裔、非洲裔和拉美裔等少数种族的歧视也进一步加深。疫情下“进化”的种族歧视，不仅进一步暴露了美国

制度性结构性缺陷，也让美式人权的虚伪面目无处隐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