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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会成为美国储备资产吗近期，受美联储降息、美国大选结果等多重因素影

响，比特币交易价格大幅上涨，引起国际市场追捧，更

有风声称美国将推动比特币成为国家战略储备资产，

相关话题迅速升温。新一届美国政府就职后对比特币

等加密货币的态度和行动，以及其对全球金融格局的

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进入 11 月，比特币交易价格出现快速攀升，10 日

突破 8 万美元/枚，13 日突破 9 万美元/枚，14 日凌晨，

比特币价格一度达到 9.3 万美元/枚，此后价格在 9 万

美元/枚上方波动。市场分析认为，美联储在 11 月继

续降息，以及共和党在竞选期间承诺多项支持加密货

币措施等因素，成为比特币价格快速上行的推手。美

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怀俄明州共和党参议员辛西娅·卢

米斯（Cynthia Lummis）计划在明年新一届国会就职时

推动一项法案，出售美联储的部分黄金以建立战略比

特币储备。这令一部分市场交易员认为“加密货币即

将进入黄金时代”。

不过，由于影响比特币价格走势的因素庞杂，其中

不确定性较大，且过往大起大落的情形并不罕见，因此

对其后续走势应有更全面的观察。

比特币价格受到供求格局、宏观经济以及市场情

绪等多方面影响。供应端方面，比特币的挖矿奖励减

半机制是其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年比特币经

历了又一次减半事件，这为后续价格上涨提供了支撑；

需求端方面，共和党在竞选期间承诺将比特币纳入国

家储备资产、要把美国打造成“世界加密货币之都”、任

命对数字资产感兴趣的监管者等，有关政策预期推动

了比特币需求增加。从宏观层面看，全球经济增长态

势趋稳、通胀压力减缓以及欧美央行启动降息，为市场

带来更多流动性。此外，在比特币价格突破关键点位

时，市场的乐观情绪成为价格上涨的重要动力。

尽管即将就职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加密货币表现

出浓厚兴趣，但要让比特币真正成为美国国家储备资

产，仍需通过多个“关口”。

从政策层面看，将比特币列为战略储备资产需要

经过复杂的立法程序，涉及多个监管机构的协调和利

益平衡，加之美国传统金融机构、保守派议员以及对数

字资产持怀疑态度的利益集团可能会集中反对，实施

的难度并不小。从市场和监管层面看，比特币价格常

常出现剧烈震荡，与国家储备对于稳定性的苛刻要求

存在不小差距，同时，美国的加密货币监管体系不健

全，要将比特币纳入国家储备体系需要建立更加完备

的法律框架。还有美国媒体指出，比特币从来不是一

个好的通胀对冲工具——比特币与投机性股票的关系

更为密切，“而不是与黄金或与通胀挂钩的债券等传统

的通胀对冲工具更密切”。

在共和党政府的上一任期内，对比特币的态度并

不友好，认为其是“没有价值根基的空气”。然而，在最

近的竞选过程中，态度却发生了 180 度大转变。有分

析指出，这种转变一方面反映出新一届美国政府希望

美国能在数字货币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从而在全球经

济中保持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是面对天量国债的压力

试图在不增加政府赤字的情况下，通过比特币的升值

来减少国债发行。

进一步来看，美国多年来对美元地位的滥用、无节制

超发货币、严重透支美元信用的恶果已显，许多国家“去

美元化”的步调加快。美国一些人对比特币态度的转变，

是在维护美元已松动的国际地位的一种尝试。

比特币价格的暴涨，似乎给一些人带来了重现“从布

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到石油美元建立”进程的希望。然而，

比特币自身属性并不稳定，一旦成为战略储备资产，可能

给监管机构带来更大的挑战，也可能引发世界上其他国

家警惕，加剧国际金融领域摩擦。被高通胀侵蚀多日的

美国经济，能否经受得住其冲击，尚未可知。

填补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创新鸿沟
——访瑞士经济事务联邦秘书处新闻发言人法比安·梅因费奇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梁 桐

瑞士作为西欧小国，虽然在经济总量上并不突出，

但在创新能力上却领跑世界，其专利注册总数和人均

数量均居欧洲首位。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简单到

魔术粘贴，复杂到精密腕表，都是来自瑞士的发明创

造。在中瑞两国经贸合作中，创新产品也占据较大比

重。日前，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瑞士经济事务联

邦事务处新闻发言人法比安·梅因费奇。

记者：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2019 年至 2024

年，瑞士连续 6 年在全球创新指数榜单居首位。请问创

新在瑞士经济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法比安：瑞士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较强，私营部门

对于研发工作高度重视并投入了巨大的经济资源。据

统计，瑞士所有研发开支中，有高达三分之二来自私营

部门，而国家仅仅发挥补充性作用。具体而言，国家负

责制定和创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框架和环境。为了保

障长期竞争力，瑞士致力于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营商环

境，包括设计有效且执行简单的规章，以实施自贸协定

等方式来实现广泛的全球市场准入，以及提供精确和

基于需求的研发和创新资金支持。同时，瑞士还拥有

灵活的劳动市场政策，让本国企业能够雇佣来自欧盟

等地区的专业人才，极大地促进了创新。

记者：与其他领先的创新国家相比，瑞士并不算大

国。在规模经济相对难以实现的情况下，瑞士如何将

创新成果商业化，并让其具有可持续的前进动力？

法比安：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在商界和科学

界之间形成良好互动，这一互动在瑞士出色的大学

和研究机构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各个研发主体需要

加强对知识和科技的转让，尤其是要转让给中小企

业，用以弥补中小企业受体量限制而在研发上的相

对不足。此外，国家还支持建设科技能力中心，这些

中心在以非商业模式向需求方转让技术上作出了重

大贡献，也有效填补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之间的鸿

沟。瑞士大学、联邦科研机构和私营企业间的公私

伙伴关系发挥了核心作用，使得瑞士企业能够聚焦

细分市场，生产专业化和高质量的产品以满足旺盛

的全球需求。

记者：请问瑞士经济事务联邦秘书处在鼓励和培

育创新上有怎样的关键战略和最佳实践？

法 比 安 ：关 键 在 于 要 避 免 对 市 场 竞 争 带 来 的 扭

曲作用。总的来看，初创公司普遍面临资金不足、经

营遭遇困境的问题，瑞士政府为了帮助创新企业跨

越这一“死亡谷”，让公共资源介入。但是与许多国

家和地区不同的是，瑞士在介入方式上不会对公司

直接提供资金支持。例如，“创新瑞士”基金主要资

助大学与企业开展联合研发和创新。另外，瑞士遵

循自下而上的创新路径，研发的优先级并不由上层

制定。企业因为更贴近市场，在研发上被赋予最大

程度的自主权。在资金奖励的发放上，瑞士有着严

格的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透明，并在技术路径上保持

中 立 。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确 保 创 新 想 法 得 到 最 大 化

利用。

记者：创新型产品和项目是瑞士与中国贸易与投

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您认为创新将如何在两国经

济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让两国经贸关系更加紧密？

法比安：瑞士是贸易导向型国家，经济发展有赖于

开放市场、法律确定性以及基于规则且可预测的全球

经济体系。为了增强高端制成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

力，瑞士致力于打造对企业最有利的条件。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瑞士积极与世贸组织多边体系互动，并且与

许多国家和地区签署自贸协定。在瑞士的自贸协定合

作网中，与中国的自贸协定具有重要地位。自从 2014年

生效以来，该协定极大加强了瑞中两国的贸易关系，因

此双方也在近期关于进一步强化该自贸协定启动了新

一轮对话。

韩国经济面临过度波动风险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美国大选结束后，对明年年初美

国可能落地的经济政策的担忧正在韩

国提前显现。近期，韩元汇率和韩国

股市出现快速下跌，跌幅明显大于其

他主要经济体。对此，有专家建议韩

国政府有必要提前筑好“防波堤”，防

范经济出现过度波动。

11 月 6 日，韩元对美元汇率迅速

冲到 1404 韩元兑 1 美元，跌破 1 美元兑

1400 韩元大关。尽管随后几日汇率收

盘价都控制在 1400 韩元关口以下，但

这一保持了两年的纪录在 11 月 12 日

被打破，并在 13 日盘中突破 1410 韩元

关口，韩元对美元持续走软。

有专家认为，外汇市场上韩元颓

势在短期内难以逆转。美国共和党在

此前竞选时表示，将对所有进口产品

征收 10%至 20%的普遍关税。市场担

心这些措施将引发通货膨胀，美国国

债利率走高，因此美元强势在一段时

间内仍将持续。

伴 随 韩 元 贬 值 ，韩 国 股 市 也 出

现 了 一 轮 单 边 急 跌 ，由 11 月 6 日

2560 点 附 近 跌 至 上 周 末 的 2416.86

点，11 月 15 日盘中一度跌破 2400 点

关口。市场分析认为，美国加征关

税政策可能对韩国等对美贸易顺差

国的经济造成冲击，因此东亚股市

的资金又重新涌入美国。三星电子

等股票遭到外国投资者大量抛售，

每股股价从 6 月份的 88800 韩元一路

跌至本月 14 日的 49900 韩元，回撤超

过四成。

除短期效应外，美国未来可能的

经济政策对韩国经济的长期影响更令

人担忧。据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

预测，如果新一届美国政府向韩国征收

20%的普遍关税，韩国每年对美出口额

将 减 少 304 亿 美 元 ，总 出 口 额 将 减 少

448 亿美元。另外，韩国开发研究院预

测，若美国迅速推出关税上调措施，明

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滑落至

1%至 2%区间。

韩国的内需增长也在失去动力。

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韩国零售额自

2022 年第二季度开始，已连续 10 个季

度出现同比下降，创下了自 1995 年有

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时间纪录。此外，

反映景气状况的工矿业生产指数也从

今年年初开始持续下滑，今年前三季度

的数值分别为 5.9%、4.8%和 2.5%。

内 需 不 振 使 得 要 求 央 行 降 息 的

呼声日益上涨。韩国央行在今年 10

月调降基准利率 0.25 个百分点，加之

韩国 9 月份、10 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

数均控制在 2%以下，有专家预测，韩

国央行将在 11 月底继续下调利率，这

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降息窗口。如

果美联储放缓降息步伐而韩国下调

利 率 ，韩 美 间 的 利 率 差 将 进 一 步 拉

大，资金外流和货币贬值的压力也随

之上升。而韩元贬值将导致进口物

价上涨，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将随之松

动。因此，韩国央行很可能在不得已

的情况下选择冻结利率，韩国经济将

继续维持高汇率、高利率、高物价同

时并存的局面，内需复苏的前景难言

乐观。

针对目前韩国经济的困境，韩国

开发研究院近日发布了《2024 年下半

年经济展望》报告，将韩国今年的经济

增长率预测值从原来的 2.5%下调至

2.2%，并将明年韩国经济的预测值进

一步下调至 2.0%。

近期多名专家提出，有必要构建

经济“防波堤”，建议实施更灵活的货

币政策、扩大投资支持、放宽限制等全

方位的经济刺激政策等。此外，为稳

定韩国经济本身的风险因素，从中长

期来看，应通过持续扩充增长潜力和

升级经济结构等措施来强化经济的耐

受力。

大众汽车电动化转型遭遇阵痛

王一伊

当地时间 11 月 12 日，

大众汽车对拟与美国电动

车企业 Rivian 共同开发电

池驱动汽车的投资计划追

加 8 亿美元，投资总额升

至 58 亿美元。

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

制造商之一，大众汽车曾

在传统燃油车领域占据领

先地位。然而，在新能源

时代，大众汽车的转型步

伐却有些缓慢。尽管大众

汽车已经推出多款新能源

车型，但整体市场反应并

不热烈。财报显示，今年

第三季度，大众汽车集团

全 球 销 量 同 比 下 降

7.1%。其中，第三季度纯

电动汽车（BEV）销量同比

下降 9.8%。

大 众 汽 车 销 量 下 滑

反 映 了 其 在 新 能 源 转 型

过 程 中 遭 遇 的 阵 痛 。 究

其 原 因 ，德 国 制 造 业 下

滑、海外需求疲软以及欧

洲市场竞争加剧等，都让

大 众 的 电 动 化 转 型 举 步

维艰。为了维持竞争力，

大 众 汽 车 采 取 了 一 系 列

措 施 削 减 成 本 ，包 括 裁

员 、降 薪 以 及 关 闭 工 厂

等。与此同时，大众还宣

称 要 终 止 一 项 已 持 续 30

年 的 就 业 保 护 协 议 。 该

协 议 原 本 保 障 员 工 在

2029 年 底 前 不 会 遭 遇 裁

员。如果该协议终止，意

味 着 大 众 从 2025 年 中 期

就可以开始裁员。

陷入困境的德国车企

也远不止大众一家，宝马效仿了大

众，暂时关闭了其位于丁格尔芬的欧

洲最大生产基地。梅赛德斯-奔驰

也在年初宣布，将其 50%的电动汽车

销售占比目标实现时间从 2025 年推

迟到 2030 年。此外，保时捷也宣布

放弃 2030 年电动汽车销量占新车销

量 80%的目标。

大 众 电 动 化 转 型 之 所 以 遭 遇

“逆风”，一方面在于欧洲经济复苏

乏力，政策环境不确定

性 影 响 了 欧 洲 车 企 的

战略规划；另一方面传

统 车 企 向 新 能 源 转 型

的成本过高，特别是欧

洲电池生产成本较高，

车 企 难 以 在 短 期 内 盈

利，转型动力不足。此

外，充电站等相关配套

设施布局缓慢，叠加去

年 12 月 份 德 国 政 府 取

消 电 动 汽 车 补 贴 等 原

因，都使消费者观望情

绪 加 剧 ，购 买 意 愿 不

强，从而导致电动汽车

销量持续走低。

面 对 销 量 下 滑 和

市场压力，大众汽车不

断 加 大 投 资 并 深 化 与

其他新能源车企合作，

宣 布 将 通 过 大 众 品 牌

与小鹏汽车、奥迪品牌

与上汽集团合作，全面

参 与 中 国 电 动 汽 车 产

业，以加快新能源转型

进度。

在 前 不 久 举 行 的

第 七 届 中 国 国 际 进 口

博览会上，大众汽车集

团 在 华 软 件 中 心

CARIAD 中 国 首 次 公

开 展 示 了 目 前 在 研 的

区 域 控 制 电 子 电 气 架

构。大众表示，集团正

在 中 国 积 极 推 进 电 动

化转型。到 2027 年，集

团 计 划 在 中 国 推 出 的

40 款新车型中，有一半

是 新 能 源 车 型 。 到

2030 年，集团旗下各品

牌 将 在 中 国 提 供 不 少 于 30 款 纯 电

动车型。

未 来 的

市场竞争中，

能 否 快 速 应

变、把握机遇，

将是包括大众

在 内 的 跨 国

车 企 们 必 须

面对的课题。 视频报道请扫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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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瑞士伯尔尼的城市风光。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摄

图为韩国首尔街景图为韩国首尔街景。。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