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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上半年，紧缩无疑是全球主要发达

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总基调。无论是连续加

息的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澳大利亚联储还

是间歇性加息的美联储和加拿大央行，提升

基准利率以调整供需平衡、遏制通货膨胀都

是各国政策主线。然而，在持续收紧的政策

基调之下，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在边际变化和

微调中正在迎来新的挑战。可谓旧愁未解

又添新忧。

这一变化的直接表现是各国央行的加

息力度减弱了。截至今年 7 月份，上述央

行中加息幅度最大的是欧洲央行和英格兰

银行，二者都实现了 150 个基点的加息力

度；加息幅度最小的是美联储和加拿大央

行，也分别实现了 75 个基点的加息力度。

这与 2022 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 2022

年的疯狂加息潮中，这些央行加息幅度最

小的也有 250 个基点，最大的则达到了 425

个基点。

理解这一力度的变化，离不开通胀二字

以及影响通胀水平的诸多要素。2022 年，

全球供应链不畅和俄乌冲突后全球大宗商

品价格上涨被各大央行视为通胀高企的两

大共识性诱因。这两大诱因在 2023 年都有

一定程度的改善。

在供应链层面，2023 年，受新冠疫情影

响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压力持续减弱。纽约

联储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GSCPI）在今年

1 月份至 6 月份长期处于零轴下方，5 月份更

是达到疫情暴发以来的最低水平-1.71。

与此同时，因地缘政治因素造成的大

宗商品价格也从高位回落。路透商品指数

（RJ/CRB）本 年 度 走 势 一 改 2021 年 、2022

年两位数的增长态势。作为推升欧洲国家

通胀的重要因素，能源价格更是与去年形

成鲜明的对比。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21 日，

高盛能源指数较去年同期下降 16.6%，自年

初以来下降 6%，有效缓解了相关国家的通

胀压力。

然而，在供应链和大宗商品一定程度上

缓解各国通胀压力的同时，一些超出各国央

行预期的因素正在慢慢显现，导致发达经济

体央行不得不再次认真考虑加息问题。

超 预 期 的 因 素 之 一 就 是 宏 观 经 济 的

改善。数据显示，即使在加息周期内，美

国 在 2023 年 一 季 度 实 际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按 年 率 计 算 增 长 2% ，亚 特 兰 大 联

储预测二季度 GDP 增速将达到 2.4%。欧

元区方面，欧盟统计局将一季度 GDP 增速

从-0.1%上修为 0%，经济持续萎缩状况得

到了一定缓解。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麦

克莱姆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表示，发达

经济体央行普遍没有预料到全球经济增长

强于此前预期，这一情况在加拿大央行也

同样存在。

超预期的因素之二是服务业强劲复苏

和劳动力市场严重紧缺。虽然各国 2022 年

的紧缩政策已经对部分利率敏感的经济部

门产生了需求压制，但发达经济体服务业部

门的需求、劳动力市场仍然呈现出强劲态

势。分析认为，疫情期间，发达经济体政府

的巨额财政补贴和家庭部门自主削减开支

的努力，造成发达经济体的家庭部门不断积

累储蓄和积蓄。疫后经济重新开放面临的

不仅有疫情期间受压抑的需求，同时也有超

额储蓄带来的消费动力。因此，服务业行业

需求强劲和劳动力市场紧缺正在成为主要

发达经济体通胀的重要因素。

以美国为例，虽然 6 月份制造业 PMI 连

续 8 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下，并触及 46.0 的近

40 个 月 的 低 位 ，但 服 务 业 PMI 仍 然 高 达

54.1。有关机构预期，服务业 PMI 的反弹和

强劲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加强了美联储加

息和维持利率高位的必要性。

超预期因素之三是货币政策运作的滞

后性。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于经济的影响何

时能够见效？存在多长时间的滞后性？这

两大问题成为当前各国央行研究部门普遍

关注的问题。无疑，受制于成本调整时间、

工资和价格黏性、消费习惯等因素，家庭和

企业部门对于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是滞后

的，有时甚至是迟缓的。

从当前发达经济体宏观数据，尤其是服

务业及劳动力市场数据来看，如今的利率水

平显然并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实施效力。

因此，在两大缓解因素和三大超预期因

素的共同作用下，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虽然

较去年峰值有所下滑，但高通胀持续时间可

能拉长的风险正在显现。

对此，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表

示，虽然 6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涨

幅降至 2021 年 3 月以来最低水平的 3%，但

这一数据并不能代表总体趋势，通胀有可能

继续恶化。麦克莱姆表示，虽然 CPI 已经从

去年夏季峰值的 8.1%下降至目前的 3.4%左

右，但潜在通胀的压力比预期更为持久。英

格兰央行认为，虽然 5 月份通胀较去年 3 月

份 10.1%的峰值大幅下降，但服务业 CPI 和

核心商品价格均高出此前预期，预计外部冲

击对国内价格和工资的影响可能需要更长

时间才能够消退。

受上述因素影响，各国央行仍然坚持紧

缩环境以抑制需求、平衡供需的政策基调和

基于数据相机调控的政策路径。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在 2022 年还是

今年上半年，发达经济体在集体抗通胀的同

时，并没有经历太严重的经济失能、失速。

相比而言，未来一段时间的考验反而更大。

在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中，世界银行预

测发达经济体的 GDP 增速将从 2022 年的

2.6%降至今年的 0.7%，而且 2024 年经济增

速仍将“保持疲软”。其中，世行预计美国经

济将在 2023 年增长 1.1%，2024 年增长 0.8%；

欧元区 2023 年经济增速也将从 2022 年的

3.5%降至 0.4%。总体来看，在可预见的未

来，加息周期内经济超预期增长——这一

“甜蜜的烦恼”将逐步消失。

需要关注的是，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

的影响不仅在时效上具有滞后性，更在方式

上具有脉冲式冲击的特点。部分机构担忧，

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下行压力将在未来某一

个时段突然加剧。

或许，未来紧缩政策效力真正显现并造

成经济下行甚至衰退风险之时，才是真正考

验发达经济体央行“两难权衡”能力和“抗通

胀”定力的时刻。

发达经济体央行旧愁未解添新忧

□ 蒋华栋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5G、物联网

及区块链等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系

统愈加复杂，数据窃取、勒索攻击等问

题此消彼长，数据安全问题新旧交织，

数据安全风险前所未有。对于正在加

速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而言，数据的保

护、应用韧性和合规性，已然成为企业

转型、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近日，华睿泰国际销售高级副总

裁马克·纳特在北京办公室接受经济

日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越来越多的

中国企业，尤其是新型企业和出海企

业十分重视数据保护的重要性。他们

对于增强企业自身数据保护水平、提

高网络威胁的应对能力有着强烈的诉

求，并愿意为之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和

资金。

总部位于美国的华睿泰（Veritas

Technologies）是一家主要从事数据

存储和管理业务的全球性公司，1999年

进入中国市场，是较早进入中国市场

的国际存储软件公司。截至目前，华

睿泰的业务遍及中国，合作伙伴超过

900 家，为金融、电信、制造业、医疗等

诸多领域企业的数据管理工作提供

助力。

马克表示，从数字化转型角度来

看，客户在部署多云环境时会面临诸

多挑战。如何提升勒索软件应对韧

性，确保云中工作负载和所有数据安

全；如何降低云存储 IT 成本，实现从

边缘、核心到云端的全面数据可见性

以确保数据合规；如何简化数据管理，

更好支持云原生架构的弹性扩展，实

现强大的应用保护和业务连续性等，

已成为多云环境下企业亟需解决的数

据管理难题。

马克介绍，针对多云环境中的诸

多挑战，公司在 2022 年推出自治式数据管理解决方案 Veritas

Alta。作为业界全面的统一云数据管理平台，Veritas Alta 涵盖

三大关键领域产品和服务，分别为数据保护、应用韧性和数据合

规性。该平台可以在帮助客户全盘掌控其本地和云端数据的同

时，降低管理多云环境的复杂性和成本。此外，Veritas 还推出基

于云的管理控制台 Veritas Alta View，可通过统一管理平台提

供跨边缘、数据中心和云的全数据资产的统一视图和控制。

除了存储数据的安全和成本之外，对环境造成影响的隐

性成本也是当前企业最为关注的问题。马克认为，优化数据资

产管理已成为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下加快发展步伐的重要举措。

他说：“我们为客户打造的云级技术，能实现极高灵活度的可扩

展性，当面对更大规模的备份任务时，可以把资源扩展到很高的

水平，并在任务完成后立即把任务缩减到正常水平，效率很

高。这种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客户达成各自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目标。”

为更好支持企业降低存储成本、减少碳足迹，实现可持续发

展，华睿泰建议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了解不同数据及敏感信

息的存储位置，洞察访问权限归属以及数据留存期限；二是对数

据进行主动管理，通过获得数据、存储和备份基础架构的相关洞

察，有效控制相关数据风险；三是集成数据洞察、归档、备份和安

全解决方案，从而防止数据丢失，确保数据按策略留存；四是严

控数据总量，限定数据用途。

“面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话题，每个人和每家企业都

可以在其解决方案中发挥积极作用。”马克说。

今年 3 月，华睿泰宣布成立南京分公司，以进一步提升 Ver-

itas 服务中国企业的能力，助力更多本土企业加速实现数字化转

型。马克表示，深耕中国 20 多年，公司看到了中国高质量发展

的广阔市场机遇和强劲的发展态势。南京分公司的成立，将有

助于 Veritas 进一步满足多样化的本地需求。“我们会继续聚焦于

为客户提供他们所需的技能和人才，更好地为中国客户提供创

新的产品、技术和全方位服务。”马克说。

助力中国企业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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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特

本报记者

朱

琳

本版编辑 韩 叙 杨啸林 美 编 高 妍

得益于强劲的内需，印度尼西亚 2023

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再次超出市场预期，

同比增长 5.17%，连续 7 个季度保持在 5%

以上。此前，市场预测，印尼 2023 年第二

季 度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增 速 在 5.0% 至

5.1%之间。

从生产端看，运输仓储业务领域增幅

最高，达 15.59%。从支出端看，政府消费支

出部分增幅最高，达 7.53%。按当前价格计

算，2023 年第二季度印尼 GDP 达 5226.7 万

亿印尼盾；按不变价格计算为 3075.7 万亿

印尼盾。

印尼统计局副局长艾迪·马哈茂德 8 月

7 日表示，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和主要大宗商

品出口下降，印尼 2023 年第二季度经济增

长较去年同期有所放缓，但依旧保持了往年

第二季度增速高于第一季度的走势。印尼

2023 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高于第一季度的

5.03%，环比增长 3.86%。2022 年第二季度，

印尼经济增长 5.44%。

艾迪表示，制造业增长强劲是印尼今年

二季度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撑，贡献率达

0.98% ；贡 献 率 排 名 较 高 的 还 包 括 贸 易

0.68%、运输和仓储 0.63%、信息通信 0.51%

以及其他商业领域 0.37%。这些领域合计

约占本季度 GDP 的 64.36%。

根据印尼统计局数据，印尼多个行业在

二季度保持增长态势。其中，交通运输和仓

储业增速最快，同比增长 15.28%。就总体

支出而言，消费占印尼经济活动的最大份

额。其中，家庭支出表现最为亮眼，预计对

全年 GDP 增长贡献率为 2.77%；政府支出贡

献率为 0.73%。

与前几个季度主要依靠净出口支撑经

济增长的态势不同，今年二季度，印尼净出

口拖累 GDP 增速 0.04%。印尼统计局数据

显示，2023 年第二季度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2.75%，主要由于占全国出口总额约 70%的

采矿业出口下降。印尼另一重要出口商品

毛 棕 榈 油 的 海 外 销 量 第 二 季 度 骤 降

26.72%。此外，尽管印尼原棕油出口量同比

增长 5.16%，但第二季度该商品的全球市场

价格同比大幅下跌 43.76%。

印尼经济增速连续 7个季度超 5%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陈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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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上图 在澳大利亚悉尼在澳大利亚悉尼，，行人走过行人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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