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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罗 斯 降 通 胀 效 果 逐 步 显 现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李春辉

近日，俄罗斯银行（央行）董事会决定维

持 21%的关键利率水平不变。此举超出市

场预期，此前市场普遍预测俄罗斯将进一步

加息。监管机构认为，此前大幅加息的紧缩

政策正逐步生效，且效果“超出预期”。俄官

方表示，尽管当前物价仍在增长且国内需求

依旧旺盛，但从紧的货币政策环境为通胀回

归目标水平创造了先决条件，降通胀效果有

望在 2025 年初显现。

2024 年下半年以来，俄经济“热度”向物

价领域加速传导，导致通货膨胀率节节攀

升，年化水平一度超 9%。在此背景下，俄央

行被迫 3 次加息，以期减缓物价增长速度，然

而其抑制通胀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官方数

据显示，2024 年 10 月份以来，通胀水平再次

回升，物价增长的速度不降反增。因此，市

场根据俄经济运行整体情况以及俄央行表

态预测，本次俄央行将再次加息。

数据显示，当前俄社会承受着较大的通

胀压力。央行报告显示，2024 年 10 月份至

11 月份，经季节调整的平均物价年化增长率

为 11.1%，持续的通胀压力有所加剧。尤其

是 10 月份至 11 月份平均核心通胀率升至

10.9%，而上一季度为 7.6%。12 月份以来，周

数据显示通胀压力持续升高。

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表示，近几

个月通胀有所加速。一方面，受短期因素影

响较大，特别是恶劣的天气条件导致许多农

作物产量显著下降，部分食品特别是蔬菜价

格 加 速 上 涨 。 纳 比 乌 琳 娜 称 ，总 体 而 言 ，

2024 年 10 月份至 12 月份前几周的高通胀很

大程度上是近几个季度国内需求过热的结

果。另一方面，通胀预期持续给物价带来压

力。需求增加带来的高预期导致高通胀，而

高通胀反过来又推动预期进一步上升。在

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次性的通胀因素也可

能持续推高物价。12 月份，居民通胀预期和

企业物价预期有所上升，专业分析师上调了

2025 年至 2026 年的通胀预期。

俄 总 统 普 京 也 高 度 关 注 通 货 膨 胀 情

况。2024 年 12 月 19 日，普京在年度直播连

线中说，“当前通货膨胀率在 9.2%至 9.3%，但

工资实际增长仅 9%”“当前的通胀水平是一

个值得警惕的信号”。他表示，供给无法满

足需求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同时，国际

物价上涨和制裁造成的运输成本上升也对

国内通货膨胀造成不利影响。

根据俄罗斯银行公告，暂不继续加息有

多 方 面 原 因 。 货 币 政 策 收 紧 的 影 响 已 在

2024 年 11 月份开始显现，贷款总额增速明

显放缓，企业贷款组合增速出现长期以来首

次下降。根据经济运行数据，12 月份前几周

贷款活动继续下行。与此同时，存款利率上

升使居民的储蓄活动持续增长。监管机构

预计 2025 年贷款增长率将会降低，银行在评

估借款人风险时将更加保守。纳比乌琳娜

表示：“我们看到信贷明显放缓，这将产生显

著的通货紧缩效应。由于通胀惯性的累积

和货币政策的滞后性，这种效应将逐渐显

现。同时我们预计，随着紧缩的货币政策影

响加大，通胀压力将开始稳步减弱。”

俄罗斯国家杜马金融市场委员会主席

阿克萨科夫表示，俄央行决定将关键利率维

持不变，是趋势发生变化的信号。他表示，

持续的紧缩货币政策正在产生积极效果，如

零售贷款正在降温，居民储蓄增加，企业贷

款增长率下降等，2025 年利率有望逐步下

降。阿克萨科夫预计，2025 年初，随着购物

需求回落，通胀压力将进一步减轻，紧缩货

币政策的效果将会更加明显，为央行在未来

逐步降息创造条件。“希望央行能够在 2025

年上半年开始降低利率，到 2025 年底争取达

到年化 17%的水平。”阿克萨科夫表示。

尽管如此，短期内俄央行恐暂无降息计

划。俄央行表示，需要时间评估当前货币政

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2025 年 2 月份，俄将

在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中选择：保持当前利

率水平不变，或进一步加息。纳比乌琳娜表

示：“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价格在

短时间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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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漠中的“非洲第一高

楼”，到红海之滨的经贸合作

区；从 540 余口在沙漠里钻出

的水井，到持续升温的“中文

热”⋯⋯过去一年，中埃协力将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埃及

“2030 愿景”建设进一步对接，

双方务实合作硕果累累。

埃及首都开罗以东 50 公

里处的大漠之中，一座现代化

新城拔地而起。这便是中埃共

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工程——

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达 385.8

米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

记者日前走访时看到，该

项目全部建筑主体结构和外装

已经完工，部分写字楼开始竣

工 验 收 ，草 坪 和 树 木 点 缀 其

间。“我们近期正忙着对机电进

行调测，内装和消防也在分批

验收。”项目机电工程管理部经

理任珂说。

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表示，

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是

中国企业在埃及实施的最大项

目，反映了埃中两国卓越的合

作 关 系 ，是 双 方 合 作 的 重 大

成果。

在埃及红海之滨，始建于

2008 年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

贸合作区（泰达合作区）蓬勃发

展、招商火热，逐渐成为对接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

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示范

项目。

最近两个月，中国玻璃控

股有限公司埃及新能源玻璃项

目和中国光伏企业无锡博达新

能科技有限公司埃及项目先后

在泰达合作区内举行开工奠基

仪式。前者建成投产后，预计

70% 以 上 的 产 品 将 出 口 到 北

非、欧盟等地区，将带动当地近千人就业。而后者的投产则标

志着中国企业在埃及首个光伏电池和组件工厂正式进入建设

阶段。

埃及泰达投资公司执行董事徐琪峰说，2024 年以来，泰

达合作区迎来多个重大项目落地，招商势头喜人，各类考察团

更是络绎不绝。截至目前，泰达合作区吸引约 180 家企业入

驻，吸引投资超 30 亿美元，产业带动就业 7 万余人，不仅成为

当地新的“经济增长极”，而且填补了埃及多个产业空白，为埃

及培养输出了一批专业的技术工人和企业管理人员。

“以前这里是干旱的沙漠，如今在井水浇灌下，小麦等农

作物茁壮成长，充满生机和希望。”中曼埃及公司阿斯旺水井

项目副经理艾哈迈德·萨达尼日前对记者说，“每次见到清澈

的地下水喷涌而出，我和同事们都非常激动。”

埃及气候干燥，人口激增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为

缓解粮食进口压力，埃及政府 2015 年提出开垦沙漠新增耕地

的“百万费丹”计划，计划在沙漠中打几千口水井。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中曼集团积极把握机遇，

于 2016 年 10 月成立中曼埃及公司，先后在明亚省、马特鲁省、

阿斯旺省等地累计钻探 540 余口沙漠水井，助力埃及实现沙

漠变绿洲的梦想。

“我们做的是民生工程，为中埃共建‘一带一路’贡献绵薄

之力。看到井水让当地民众获益，我们由衷高兴。”中曼埃及

公司总经理赵吴涛说。

除了开垦沙漠发展农业外，埃及近年来还在沙漠中大力

开发光伏产业，将充沛的光照资源转化为清洁能源。2024 年

12 月 14 日，由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阿斯旺康翁

波光伏电站投入运营。该电站装机容量 500 兆瓦，投入运营

后预计将为 25.6 万户埃及家庭提供电力。

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表示，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推

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硬联通”，还促进了不同国家和民族

之间的“心联通”。

在埃及，“中国文化热”“中文热”持续升温。中文已经正

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目前埃及已有近 30 所高校开设中

文系或中文课程，超过 20 所中学开设中文选修课，陆续建成

3 所孔子学院、2 个孔子课堂以及 2 个鲁班工坊。

2024 年是“中埃伙伴年”。中国驻埃及大使廖力强说，人

文交往是“向心力”，2024 年中埃双方举办了“欢乐春节”“茶

和天下”“中国电影周”以及中埃丝路文化遗产国际交流等丰

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受到各界关注和喜爱。“金字塔之巅：

古埃及文明大展”在中国上海博物馆成功举行，中国空军

运—20 与歼—10 表演机编队飞越金字塔上空，为中埃友谊留

下历史见证。当前，中埃人员往来日益频繁，每周直航航班数

量达 32 班次，全年中国访埃游客预计达 30 万人次。

“下阶段，中埃双方将以‘中埃伙伴年’为新起点，深化人

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廖力强说。

本版编辑 徐 胥 赵 阳 美 编 夏 祎

撒哈拉以南非洲展现韧性活力
□ 杨海泉

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世界经

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上升。2024 年，该地区

经济保持小幅增长，平均增长率高于全球其

他地区。各方对该地区 2025 年经济前景多

持谨慎乐观态度，认为其虽然面临诸多风险

挑战，但仍有望在保持一定增长的同时迎来

发展机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此前发布的

《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提出，2024

年该地区各国宏观经济失衡状况出现程度

不一的缓解，相较于全球其他地区保持了更

高的经济增长率，全球增长最快的 20 个经济

体中有 9 个位于该地区，尤其是东非拥有数

个全球增长最快经济体，预计撒哈拉以南非

洲 地 区 2025 年 经 济 增 长 率 将 小 幅 回 升 至

4.2%。报告强调，该地区各国需实施艰难而

必要的改革以恢复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经济学人智库（EIU）此前发布的相关报

告也提出，2024 年非洲经济继续展现韧性和

活力，非洲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速第二快的地

区，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从

2023 年的 2.6%上升到 2024 年的 3.2%，高于

全球平均水平。除苏丹和赤道几内亚经济

有所收缩外，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经济都出现

不同幅度的增长。随着全球对非洲关键矿

产品和农产品需求持续上升，非洲资源密集

型国家和大宗商品出口国成为这一增长趋

势的主要受益者。东非地区增长势头较非

洲其他区域更强，东非各国服务业包括旅

游、酒店、物流运输等持续复苏，金融和电信

业日益充满活力。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

干达、卢旺达、坦桑尼亚和刚果（金）等国，在

非洲经济增长中处于领先地位。

非洲开发银行此前发布的报告提出，尽

管面临多重冲击及压力，2024 年非洲经济仍

表现出非凡的韧性，这种韧性还将因全球经

济形势预期改善而进一步加强。在采矿、金

融科技和创意产业等领域，非洲的影响力及

投资吸引力正在增强；在原材料和矿产资

源、劳动力和就业人口、市场规模和消费需

求等方面，非洲的禀赋优势及潜力将持续推

动其经济增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非资源

密集型且经济更多样化的国家，如肯尼亚、

卢 旺 达 和 塞 内 加 尔 等 ，经 济 更 有 活 力 ，其

2024 年平均增长率高于非洲国家平均增长

率。非洲经济强国尼日利亚、南非的经济继

续保持相对稳定，虽然在 2024 年受到高失业

率、电力供给不足和债务负担上升等因素影

响，但仍实现了小幅增长。2024 年非洲地区

的投资及消费需求趋于正常化，对于该地区

大部分经济体具有提振作用。

具体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 2024 年经济

增长不乏亮点：

各国金融形势总体较稳定。尽管该地

区近三分之一国家的通胀率仍保持在两位

数，但平均通胀率呈现下降趋势，区域许多

国家财政赤字居高或财政失衡等问题正缓

慢消解，各国宏观经济失衡状况总体有所改

善。面对日益严峻的债务危机挑战，大多数

非洲国家积极应对，通过增加财政收入和压

缩支出进行财政整顿，在债务治理方面持续

取得进展。排除外部融资市场环境趋于困

难以及偿债成本上升等不利情况，该地区各

国公共债务水平总体较稳定，其中一些国家

的债务危机有所缓解。

贸易增长，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该地

区各国区域内贸易以及对区域外国际贸易

均有所增长，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继续推

进，非洲正迈向人口众多、规模巨大和区域

互联互通的统一市场。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该地区

各国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能源转型和农

业发展等领域取得进步，由此不断培育出新

的经济增长点，并拉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推

进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结构转型还释放出诸

多红利，包括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出口多样

化、提高企业生产率和改善民生等。

外国投资吸引力增强，该地区各国争相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目前，南非、安哥拉、莫

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国吸引外国直

接投资相对更多。

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定。2024 年，撒哈

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国家经历了大选，其中大

部分国家均经受住了大选考验，经济及社会

发展保持平稳。南非在大选后组建民族团结

政府，新政府提出并推进了一系列经济改革

政策措施，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效，标准普尔等

国际评级机构据此上调南非经济前景展望。

展望 2025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前景，

可谓挑战虽在，机遇犹存。有分析人士表

示，在克服困难障碍、破除制约因素和化解

风险及不确定性的前提下，该地区经济有望

继续保持增长。此外，鉴于该地区经济长期

存在的脆弱性，预测其经济前景还应考虑到

全球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全球债务风险上

升、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或加剧、地缘政治局

势紧张、全球粮食不安全形势严峻以及全球

气候变化持续影响等外部冲击因素。

首先，该地区各国宏观经济仍存在脆弱

性，缺乏持续稳定性因素。目前，各国仍在

努力应对高通胀、高失业率、债务风险、贫困

及贫富差距扩大、发展动力不足、民众生活

成本上升等问题，给未来发展带来不确定

性。其次，该地区各国普遍面临外部融资市

场环境恶化、融资条件持续收紧等压力，各

国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减少，融资及借贷平

均成本持续走高，债务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各国公共债务虽未增加，但总体债务水平仍

在高位，个别国家尤其高。偿债负担及成本

的增加将给公共财政带来压力，并挤占可用

于发展支出的资源。再次，该地区经济增速

慢于以往，预计 2025 年 4.2%的增幅仍远低

于该地区 10 年前平均 6%至 7%的增长率，而

且这一增幅可能尚不足以显著减少贫困以

及应对重大发展挑战。目前，该地区有 31 个

国家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减贫工

作任重道远。最后，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和地

缘冲突将继续影响该地区经济。该地区大

多数国家尚未融入全球供应链，如果地缘冲

突局势持续紧张或恶化，或将对该地区贸易

和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国际机构相关报告提出，该地区各国

需要实施重大改革，相关政策组合应与治

理宏观经济失衡相匹配，其核心要旨是提

升该地区经济的韧性、活力、效率以及降

低脆弱性。非洲地区具有诸多比较优势，

包括丰富的矿产资源、优越的地理条件、

广袤的土地资源、充沛的年轻人口及劳动

力、广阔的消费市场、日益增强的外国直

接投资吸引力等。该地区国家如能努力克

服困难，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把握发展机

遇，未来其经济将朝着更加可持续和包容

性增长的目标迈进。

俄罗斯喀山城市景观俄罗斯喀山城市景观。。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曹曹 阳阳摄摄

安哥拉罗安达市郊安哥拉罗安达市郊，，几名学生在放学途中几名学生在放学途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亚辉李亚辉摄摄

肯尼亚内罗毕肯尼亚内罗毕，，火车驾驶员从铁路机车旁走过火车驾驶员从铁路机车旁走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冠森王冠森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