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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

黎、葡萄牙里

斯本、西班牙马

德里、荷兰阿姆斯

特 丹 ⋯⋯5 月 初 以

来，美国歌手泰勒·斯

威 夫 特 的“ 时 代 之 旅 ”

全球巡演活动陆续登陆

欧洲各大城市，所到之处

均刮起音乐旋风。不过，在

乐迷们“嗨翻”的同时，经济学

家们却普遍感到忧心忡忡：由于

演唱会吸引了大量粉丝，各举办地

酒店、餐饮和交通等需求激增，相

关服务价格快速上涨，并蔓延至

多个领域。这一状况被戏称

为“斯威夫特通胀现象”。

担 忧 一 场 演 唱 会 的“ 通

胀”效应，是不是显得小题大

做了些？或许比这个问题更

值得思考的是，欧洲在通胀

问 题 上 为 何 如 此 谨 慎 又

敏感？

统计数据能够解答这

一疑问。7 月 2 日，欧盟统

计局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

显示，欧元区 6 月通胀率按

年率计算为 2.5%，仍旧高于

欧洲央行 2%的通胀目标。从

国别来看，欧盟主要经济体德国、

法 国 和 西 班 牙 6 月 通 胀 率 分 别 为

2.5%、2.5%和 3.5%。

数据还显示，6 月欧元区食品和

烟酒价格上涨 2.5%，非能源类工业产

品 价 格 上 涨 0.7% ，能 源 价 格 上 涨

0.2% ，而 服 务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高 达

4.1%。由此可见，欧洲通胀正在发生

结构性改变，主要推动因素不再是能

源、食品等的短期供需失衡，更多的是

服务价格的普遍上涨。

欧洲杯、奥运会等一系列大型体

育和文化活动的举办，加上夏季旅游

旺季的开始，预计将继续推高欧洲服

务业需求，并导致劳动力工资进一步

上涨。事实上，早在 5 月下旬，欧洲央

行就曾表示，今年一季度协商工资同

比增长 4.7%，高于去年四季度 4.5%的

同比增速。此前市场普遍预计协商工

资会下滑或维持稳定，但超出预期的

“ 服 务 业 通 胀 ”正 持 续 向 各 方 传 导

压力。

就最新通胀数据及下一阶段货币

政策走向问题，欧洲央行官员们立场

呈现分化。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

员、希腊央行行长亚尼斯·斯图纳拉斯

表示，“不应过度解读”服务业数据。恰恰相反，近期通胀数据只是短期效

应的呈现，并没有动摇欧洲央行进一步降息的论据，今年再降息两次左右

较为合适。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则认为，由于“利润、工资和

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将如何演变，以及经济是否会受到新的供给侧冲击”存

在很大不确定性，该行将“需要时间来判断通胀是否已得到抑制”。

今年 6 月初，在维持利率稳定 9 个月之后，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

大关键利率均下调 25 个基点，此举令全球资本市场瞩目。这不仅是欧洲

央行自 2019 年 9 月以来首次降息，更被视为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趋

向宽松的拐点。不过欧洲央行同时明确，不对后续任何特定利率路径预

作承诺。

欧洲央行权衡降息问题时的谨慎态度不难理解。一方面，降息

的确有助于刺激欧元区经济增长。降低借贷成本、扩大政府财政

政策空间、增强出口企业竞争力，伴随降息举措出现的宽松货币

环境对目前成长动力非常有限的欧元区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

针。另一方面，欧元区需要防止出现通胀反弹和货币贬值的

局面。当前，欧元区潜在的价格上涨压力尚未充分释放；欧

洲央行还需警惕，一旦降息引起欧元贬值，可能促使投资

者将资金转移到利率更高的国家。

内忧外患的局面令欧洲决策层更加左支右绌。从

外部环境来看，乌克兰危机持续、中东动荡不安以及美

联储货币政策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都可能对欧元区经

济造成压力。从内部层面看，各成员国普遍存在的劳

动力市场僵化、生产力增长缓慢和债务水平高企等问

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经济复苏。

危机感的持续上升让欧洲多国领导人开始将

关注焦点放在提升内生增长动力上。今年 5 月，法

国总统马克龙对德国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两国

元首共同呼吁欧盟增强创新、刺激投资、创造公平

竞争环境，改善监管框架，从而在未来维持技术和

工业领域的实力，并在绿色和数字化转型方面占

据优势。

工商界的关切更加务实和急迫。许多欧洲有

识之士警告，迎战通胀必须摒弃保护主义行径，高筑

贸易壁垒只会持续推高物价。令人不安的是，继对

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后，欧委会又将中

国电商平台 Temu、全球速卖通和希音销售的商品

纳入视野。期盼欧盟决策者尊重业界关切和经济发

展规律，摒弃贸易保护主义，助力欧洲早日战胜通

胀、欧元区经济早日重回持续健康发展轨道。

从
﹃
斯威夫特通胀

﹄
说开去

蔡

淳

据联合国世界

粮食计划署（以下简称

“世粮署”）最新发布的报

告，目前叙利亚约有 55%的

人口，即 1290 万人面临粮食不

安全状况，其中 310 万人面临严重

粮食不安全状况。同时，儿童群体

中饥饿现象非常普遍，约九成儿童未

获得最低营养保障。

事实上，直至本世纪第一个 10 年，

叙利亚一直是中东地区农业大国。在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前，叙利亚农业

耕种面积约为 473.6 万公顷，农业人口约

440 万人，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

玉米等，主要经济作物有棉花、豆类、甜

菜、烟草等，主要畜牧品种有牛、绵羊、山

羊、鸡等。高峰时段，叙利亚农业占其国

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一度成为中东

地区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

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就相对丰饶的国

度，竟然在今天堕入饥饿的深渊，不啻为

绝大的讽刺。

叙 利 亚 位 于 亚 洲 西 部 、地 中 海 东

岸，北与土耳其接壤，东同伊拉克交界，

南与约旦毗邻，西南与黎巴嫩、以色列

为邻，西与塞浦路斯隔地中海相望，首

都为大马士革。仅从地理及气候条件

上看，叙利亚农业发展天赋并不差。尽

管因为地处中东地区，气候比较干燥，

但位于东部的幼发拉底河弥补了这一

缺陷，尤其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

之 间 的 土 地 较 为 肥 沃 ，非 常 适 合 粮 食

种植。

因 为 粮 食 丰 产 ，叙 利 亚 美 食 也 在

阿拉伯世界颇为有名。叙利亚人的传

统 主 食 是 白 面 和 大 米 ，将 面 粉 发 酵 后

制成的面饼不仅是百姓餐桌上的常见

食品，也是当地一大特色。除此以外，

叙 利 亚 人 传 统 菜 肴 中还包括烤羊肉、

炸鱼、煮牛肉、腌橄榄、西红柿沙拉、焖

蚕豆以及种类繁多的奶酪等。此外，甜

食普及率也较高，许多人有吃餐后甜点

的 习 惯 。 当 然 ，咖 啡 和 红 茶 也 是 少 不

了的。

不过，在如今的叙利亚，这样丰盛的

一餐已经很难见到了。据媒体报道，由

于粮食限额供给，目前，一名成年人一天

最多只能得到两张面饼的限额供应，大

部分家庭吃不上肉和菜。

数据显示，最近 10 年间，叙利亚小

麦年产量已经锐减至之前的十分之一。

此外，由于旅游业、石油业和农业三大经

济支柱均受到重创，叙利亚外汇储备急

剧下降，加上地缘政治危机以及国际制

裁的影响，粮食进出口也陷入停滞。

世粮署专家系统梳理了叙利亚粮食

危机的三大主要原因：

其一，美西方加大对叙政府制裁力

度，特别是在《凯撒法案》正式实施后，叙

利亚镑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国际购买力

被严重削弱。

其二，地缘政治危机和全球健康危

机重创了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叙利亚经

济。一方面，由于叙利亚最大产粮区正

处于各方势力胶着的中心地带，导致当

地粮食产量锐减，且有限出产的粮食也

无法顺利运出；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使全

球 经 济 复 苏 乏 力 ，进 出 口 渠 道 进 一 步

受阻。

其三，气候变化使全球农业普遍面

临减产危机。受此影响，叙利亚农业单

产出现明显下降。

为应对粮食危机，近年来，叙利亚

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包括提升本土粮

食生产能力、改善基础设施等。但从实

际 效 果 看 ，这 些 措 施 未 能 扭 转 粮 食

困局。

而从 国 际 上 看 ，粮 食 援 助 规 模 也

呈现缩水趋势。世粮署驻叙利亚代表

肯·克罗斯利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自叙利亚危机爆发至今，世粮署一直

是该国最大的紧急粮食援助提供者，但

资金短缺正迫使世粮署大幅缩减粮食援

助 规 模 。 2023 年 上 半 年 ，世 粮 署 通 过

“综合粮食援助计划”向 550 万叙利亚人

提供实物食品篮或电子优惠券，至 2023

年底时获益人群缩减至 320 万人。而从

今年起，数百万亟需粮食援助的叙利亚

人将不得不另寻援助。克罗斯利说，“历

史性的资金缺口”将迫使世粮署终止“综

合粮食援助计划”。

“叙利亚人正处在‘脆弱且不稳定’

的处境中。”虽然叙政府的措施和国际

社会的援助取得了一些效果，但远远不

能解决叙利亚民众的温饱问题，由粮食

危机引发人道主义灾难的风险正在不

断积聚。

当饥饿敲响叙利亚人的房门，警钟

也在整个人类社会长鸣。面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

其身。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认清

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利益紧密相连

的事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

高目标不懈努力。

农业大国叙利亚为何陷饥荒农业大国叙利亚为何陷饥荒

在中 东 战 乱 地 区 ，要 得 到 几 张 大

饼需付出什么代价？50 岁的喀土穆居

民萨拉姆·苏莱曼的回答是：他儿子的

生命。

去年 4 月，苏丹首都喀土穆爆发激

烈冲突，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快速支援

部队发生交火。炮击、空袭和枪战不断，

当地停水停电、市场被毁、商店关门，粮

食危机日益加重，人们时常吃了上顿没

有下顿。

由高粱和面粉混合制成的大饼是苏

丹人的日常主食，但由于原料短缺，再加

上轰炸和武装抢劫，喀土穆已有数十家

大饼店关门。

冲突爆发后，苏莱曼一家六口没钱

逃离，只能留守在喀土穆。苏莱曼患有

糖尿病，一家人生活困难。虽然每天一

睁眼他就开始为食物发愁，但他万万没

想到，为了得到几张大饼，他竟然失去了

大儿子阿卜杜勒·萨拉姆。

“去年 9 月 22 日，我像往常一样，让

16 岁的阿卜杜勒·萨拉姆早早起床，去

几公里外的大饼店排队碰运气，看能否

买回几张大饼充饥。哪想到他会被炮弹

炸到⋯⋯”回想起大儿子的不幸遭遇，苏

莱曼面露痛苦。“他出去的时候还好好

的，我们再次见到他时，怎么就变成了一

具冰冷的尸体？”

那天上午，军机一架接一架呼啸飞

过，随后便传来爆炸声。阿卜杜勒·萨拉

姆迟迟未归，苏莱曼心里升起不祥之感，

但仍心存侥幸。直到儿子的遗体被大饼

店的人送回家中，苏莱曼和家人才不得

不接受这一残酷事实。

“他还是个孩子，我们也只是普通百

姓，不过是想填饱肚子，究竟犯了什么

错，需要受到这种惩罚！”苏莱曼泣不成

声。从那以后，苏莱曼家的饭桌上再没

出现过大饼，一家人害怕出门，每天喝一

两顿谷物熬成的粥，或吃几片薄煎饼，艰

难维生。

苏莱曼家以北约 7 公里有个中央市

场 ，是 喀 土 穆 少 数 仍 在 运 营 的 市 场 之

一。在战乱中，这里成为附近民众的“救

命稻草”。但由于沿途有快速支援部队

设置的多个检查点，偶尔还有武装团伙

拦路抢劫，加上随时可能遇到的空袭，通

往市场的道路充满死亡威胁。尽管如

此，为了活命，人们仍冒险前往市场采买

食物。

在中央市场，一年多来，食物价格普

遍飙升，大饼价格已上涨了 8 倍。物价

飞涨的同时，喀土穆居民的收入却不断

减少。

38 岁的莎拉·法德勒是一名公职人

员，两年前丈夫去世后，独自带着 3 个孩

子生活在喀土穆。冲突爆发以来，她没

领到过一分钱工资。起初，靠着境外亲

戚 接 济 ，莎 拉 一 家 的 生 活 还 能 勉 强 维

持。但随着苏丹通信网络大规模中断和

银行服务停止，这条路也被堵死。

“我饿点没关系，可孩子们都还很

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足够的营

养。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光了，我该怎么

办？”她对记者说。

莎拉的孩子们面容憔悴，体格偏瘦，

看得出有些营养不良。为了赚钱，莎拉

带着孩子在家门口支了个小摊，售卖用

扁 豆 制 作 的 食 物 。 莎 拉 每 天 都 很 纠

结 ：是躲在家中挨饿，还是冒险出门摆

摊？这两个选择都令她绝望。

持续一年多的武装冲突已造成苏丹

约 1.66 万人丧生，超过 940 万人流离失

所。联合国发布的最新报告警告说，今

年 6 月至 9 月，苏丹将有 2560 万人面临

严重食物短缺，可能陷入“全球最大饥饿

危机”。

结束采访回家的路上，记者路过自

己以前常去的那家大饼店。店铺早已废

弃，里面被洗劫一空，门口是两辆被烧毁

的汽车残骸。看着这番情景，记者内心

不由得一阵悲哀：大饼竟如此“昂贵”，甚

至关乎生死⋯⋯

（据新华社电）

关 乎 生 死 的 大 饼
法耶兹·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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