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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高利率能撑多久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增长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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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上半年，当全球经济因高通胀、宏观经

济结构性问题、欧美紧缩货币政策等因素深陷长期低

增长困境之时，乌兹别克斯坦上半年经济数据着实令

人眼前一亮。

初步数据显示，2023 年上半年乌兹别克斯坦名

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 469.62 万亿苏姆 （约折

合 412.36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实际增长 5.6%。欧洲

复兴开发银行认为，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周边地缘

政治冲击表现出了韧性，其中以乌兹别克斯坦最为

突出。

国民经济快速复苏

乌兹别克斯坦统计局初步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7 月 1 日，该国从事零售业的商业企业数量达到 95392

家，其中大型企业 318 家，中小型企业数量达 95074

家。1 月至 6 月该国零售贸易额达到 133.17 万亿苏姆，

较去年同期增长 106.9%。截至 2023 年 7 月 1 日，乌兹

别克斯坦公共餐饮领域经营企业数量达 24504 家，其

中大型经营企业 177 家，中小型企业数量达 24327 家。

1 月至 6 月，该国餐饮企业营业额达 6.63 万亿苏姆，较

去年同期增长 107.9%，其中 75.4%的营业额来自中小

型企业。

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研究与改革中心的调查显示，

该国上半年商业环境明显改善，商业景气指标不断接

近近年的高点。超过 73%的企业家预计未来 3 个月整

体经营状况将有所改善。

对外贸易平衡增长

2023 年上半年，乌兹别克斯坦采取了刺激出口、

优化进口的策略，在扩大外贸总额的同时小幅平衡了

进出口结构。

今年 1 月至 6 月，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总额为

292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9.4%，其 中 出 口 商 品 与 服 务

121.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进口商品与服务 17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在 183 个贸易对象国中，排

名前五位的贸易伙伴为中国（18.1%）、俄罗斯（15.1%）、

哈萨克斯坦（7.5%）、土耳其（5.1%）和韩国（3.6%）。由

于进行了旨在增加出口潜力、扩大出口产品范围的改

革，乌兹别克斯坦出口企业数量上升至 5510 家。

乌兹别克斯坦同时高度重视和扶持农业发展与

出口，出口农产品的质量与数量不断提高。2023 年

上半年该国水果与蔬菜出口额达 5.62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4.9%。

增长势头贯穿全年

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专家普遍认为，此轮经济增长

具有较高质量，增长势头有望贯穿 2023 年全年。乌兹

别克斯坦经济研究与改革中心首席研究员鲁斯兰·阿

巴图罗夫表示，“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在今年上半年保持

了高速增长的动力，并对不稳定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

境保持了抵抗力”。

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专家认为，该国经济能保持高

速增长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首先，乌兹别克斯坦周

边主要经济伙伴的经济形势保持稳定发展。上半年，

中国 GDP 增长 5.5%，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 5%，吉尔吉

斯斯坦经济增长 3.9%。其次，乌兹别克斯坦通货膨胀

率继续下行。1 月至 6 月，该国物价水平仅上涨 3.5%，

是 5 年来的最低水平。再次，固定投资增速加快。前

6 个月乌兹别克斯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7.9%，该数据

在去年同期为 6.6%。其中企业投资增长 15.8%，居民

投 资 增 长 8.7% ，商 业 银 行 贷 款 和 其 他 借 款 增 长

36.5%。此外，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也有两位数的

成绩，达到 21%的水平。

鲁斯兰·阿巴图罗夫认为，乌兹别克斯坦上半年的

经济政策提高了宏观经济稳定性，减少了负面因素对

经济的影响，加强了投资活动，为经济部门的增长积蓄

了动能。乌兹别克斯坦经济有望在年底前保持稳健而

高速的增长节奏。

近日，柬埔寨工业、科技与创新部同国家

科学技术创新委员会联合推出 《旅游科技路线

图》，这是 2021 年柬埔寨发布 《旅游业疫后复

苏路线图》 以来，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又一长效

措施，旨在通过利用具有可持续性的技术创新

加速柬埔寨旅游业发展。

根据该 《旅游科技路线图》，柬埔寨将优

先发展智慧体验、生态旅游、综合交通、数字

交易和通信、旅游安全服务、数字营销、旅游

研究与创新、目的地管理 8 项战略性旅游产品

和服务，并将启动编程和图像技术、互联网和

物联网、云计算、虚拟技术、导航技术、地理

信息系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15 项关键技

术的研发，以支持、推动战略性旅游产品和服

务的开发，这些关键技术将为柬埔寨旅游业可

持续发展发挥长期战略作用。

为实现这一愿景，柬埔寨政府制订了 4 个

目标：一是提高旅游业经营者的素养和技能，

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三是确保网络

安全，四是推进先进技术在旅游行业的应用。

柬埔寨政府将携手学术界及旅游行业运营商，

通过落实 《旅游科技路线图》，将柬埔寨打造

成本地区顶级旅游目的地，为柬埔寨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创造新契机。

旅游业是支撑柬埔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

柱。2019 年柬埔寨共接待国内外旅客 2000 多

万人次，其中外国旅客超 660 万人次，当年旅

游业创收近 50 亿美元，对柬埔寨 GDP 的贡献

率达 12%，解决了 60 多万人就业。2020 年暴

发的新冠疫情对柬埔寨旅游业造成严重冲击，

柬埔寨因此损失了近 30 亿美元的旅游收入。

旅游业也是柬埔寨疫后复苏最快的行业之

一 。 自 2021 年 发 布 《旅 游 业 疫 后 复 苏 路 线

图》 以来，柬埔寨旅游业实现了稳步快速复

苏。2022 年柬埔寨接待国内外旅客近 1400 万

人次，其中入境柬埔寨的外国旅客人数超过

227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10 倍，旅游总收入达

20.6 亿美元。据柬埔寨旅游部最新统计，今年

前 7 个月，入境柬埔寨的外国旅客达 303 万人

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308%。其中入境柬埔寨

的中国旅客达 31.8 万人次，同比增长 669%。

预计今年柬埔寨国内游客将达 1600 万人次，

较去年增长约 11.4%。来柬埔寨考察和旅游的

外国旅客将达 5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0%。

全年旅游总收入有望达到 40 亿美元。

柬埔寨工业、科技与创新部表示，柬埔

寨政府视旅游业为“绿色黄金”，旅游业对促

进就业、推动柬埔寨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

献。此外，旅游业在促进柬埔寨的民族认同

和社会发展、保护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以及

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技

术的采用对疫后旅游业的管理和恢复至关重

要，柬埔寨政府制定了科技发展战略和路线

图，将发展尖端技术放在优先地位，将有力

促进柬埔寨旅游业的深度发展，并为柬埔寨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路径，将对柬

埔寨实现 2030 年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和 2050 年

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愿景发挥关键性作用。

当 地 时 间 8 月 18

日，美日韩领导人在位

于美国马里兰州的总统

度 假 地 戴 维 营 举 行 会

谈 。 美 国 推 动 此 次 会

谈，意在拉拢拼凑封闭

排他的“小圈子”，煽

动分裂对抗，将日韩绑

上其“印太战车”，使

两国成为美国遏华制华

和 维 系 地 区 霸 权 的 工

具，将严重威胁亚太地

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近年来，美国穷尽

手段对中国进行围堵打

压，并编造各种谎言加

以掩饰，对真实意图鲜

有承认。此次戴维营会

谈，美国又一次玩弄这

种把戏。白宫声称，戴

维营会谈绝非寻求孤立

中国，而是“确保亚洲

的繁荣、和平与稳定”。

但是三方讨论的主题足

以证明，白宫满口都是

谎言。

在戴维营，美日韩

三方讨论了“更密切的

三边军事合作”“维护

台海和平稳定”“中国

在太平洋岛区活动日益

增加”等话题，可谓处

处都在针对中国。三国

还提出将试点“供应链

预警系统”，优先在关

键矿物、新能源电池等

领域建立预警机制。这

无疑是美国试图拉拢日

韩 对 华 进 行 “ 脱 钩 断

链”的举措。

相比白宫的欲盖弥

彰，美国媒体对此表达

得就很直白。《华尔街

日报》 直接指出：美日

韩峰会意在对抗中朝。

美联社报道称，此次会

谈的重点是推动美国与

韩国、日本加强安全和

经济合作，以应对“朝

鲜的核威胁和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戴维营会谈还提出，构建一个明确的、固定

的三方峰会机制。近年来，美国强化“印太战

略”，在亚太地区频频制造事端、挑动矛盾，受

到地区国家的广泛反对。美国图谋建立美日韩

“三方同盟”，是为了让日韩成为美国维系地区霸

权的“马前卒”，并将对两国的利用机制化，以

减轻自身压力。

日韩倘若任由美国摆布，本国利益必将严重

受损。两国国内对此也充满担忧。东日本国际大

学客座教授西园寺一晃指出，美国要把长期对立

的日韩联系起来，结成所谓“东北亚同盟”，加

剧日韩同其他亚洲国家对立对抗，自己坐享渔翁

之利。日韩不过是美国维持其在亚洲霸权地位的

棋子。韩国 《韩民族日报》 发文称，韩国政府无

视历史，在没有说服舆论的情况下推进韩日准同

盟化的危险赌博，韩国社会难以接受。

戴维营会谈再次让国际社会看清，美国在亚

太地区是如何贩卖安全焦虑、煽动对立对抗的。

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高地、合作发展的热土，

将阵营对抗和军事集团引入亚太地区，是逆时代

潮流而动，对地区局势有百害而无一利，地区国

家对此应有清醒认识和充分警惕。

美拼凑

﹃
小圈子

﹄
煽动分裂对抗

郭

言

面对居高不下的利率水平、忽高忽低的经济

数据，迟迟不愿停止加息的美联储仍在释放鹰派

信号，这给全球经济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动荡，同

时也引起市场对美国经济在高利率下能撑多久的

关注。

美联储 8 月 16 日公布的 7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

要显示，“大多数与会者仍然认为通胀存在显著上

行风险，这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尽管

会议是一个月之前召开的，与会者对是否进一步

加息存在分歧，但会议纪要释放出的鹰派信号依

然明显。当周经济数据还显示，7 月美国零售销

售额环比增长 0.7%，高于市场普遍预期，而在截

至 8 月 12 日的一周内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减

少了 1.1 万人，至 23.9 万人。

美联储持续释放鹰派信号，加上美国经济数

据的起伏，令市场忧心忡忡并调低了对美联储降

息的预期，进而带动全球主要股市上周出现自

3 月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从标普 500 指数、纳斯

达克综合指数，到法国 CAC40 指数、德国 DAX 指

数、日经 225 指数等均出现大幅度下跌。

在此前的美元周期中，美联储大幅加息往往

会加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外流风

险，推升其偿债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金融市场

动荡。不过，美国近年来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与财政政策，严重透支美元信用，利息偿付压力

持续增大。去年以来美联储这一轮持续加息，不

仅伤害了全球经济，也导致美国天文数字一般的

债务负担持续加剧。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当前

美国公共债务已超过 32.6 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

美国人负债近 10 万美元。此外，2 年期、10 年期和

30 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近期大幅上升，不仅伤及投

资者信心，给股市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也威胁到美

国楼市。

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5.25%

至 5.5%之间，已经是 22 年来的最高水平。多种迹

象表明，经济衰退预期在美国政府几番强力压制

之下仍顽强地抬头，美国经济在高利率下发生衰

退的概率并不小。

一方面，银行业面临的威胁尤其紧迫。评级

机构穆迪、惠誉近期先后下调或警告重新评估美

国银行评级。有分析指出，美联储在一年多时间

里，将联邦基金利率从几乎为零的水平迅速拉升

到 5.25%至 5.5%之间，由此带来的资金和信贷成

本高企对银行业的冲击巨大，给美国中小银行的

商业模式也带来很大挑战。美联储、联邦存款保

险公司（FDIC）和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在 7 月

底就加强大型银行资本要求征求意见，拟使资产

规模不低于 1000 亿美元的银行的资本要求在当

前水平上增加约 16%，美国 8 家全球系统重要性

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拟提高约 19%。如果计划得以

执行，美国地区银行未来放贷能力和信贷标准将

进一步收紧。在利率和监管的双重夹击之下，美

国银行业危机似有卷土重来之虞。

另一方面，消费动力出现失速迹象。有分析

指出，通过印钱刺激消费是美国应对疫情拉动经

济的主要办法，然而美国政府通过“1 万亿美元庞

大的财政赤字支撑的消费热潮”即将退散。美国

家庭流动性盈余目前约为 1.4万亿美元，按照目前消耗速度计算，早则今年年底迟

则明年年中将消耗殆尽，届时美国政府即便想继续寅吃卯粮恐怕也是有心无力。

不仅如此，8 月初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项调查显示，

二季度美国信用卡债务总额首次突破 1 万亿美元，拖

欠信用卡还款的人数也在上升。流动性消耗殆尽再

加上利率高企，消费这个支撑美国经济最关键的因素

面临挑战，高物价和低储蓄的压力正向美国袭来。

美联储在近期的表态中试图让市场相信，美国

经济能实现“软着陆”。不过，华尔街上仍有许多人

不接受美联储引导。如华尔街投资者杰里米·格兰

瑟姆上周称，“现在所处的时代，平均利率将高于过

去 10 年”，利率上升最终将破坏美国经济，美联储关

于“软着陆”的预期“不过是在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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