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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倒美国经济的又一根稻草，极有可能是…
美国今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根

本上靠超宽松货币和强财政刺激
支撑，复苏的基础本就脆弱，包含
了太多水分。而没有了美联储宽
松货币政策的加持，美国的财政
刺激也就成了无源之水，美国经
济复苏的动能骤然消退，增长前
景堪忧。

通货膨胀、供应链危机、劳动
短缺与工资上涨、金融风险积聚
已经使美国经济步履维艰，而美
联储货币政策的转向极有可能成
为压垮美国经济的又一根稻草。

独立经济学者，资深金融业
者

数月来，美国供应链危机愈
演愈烈。港口拥堵、运力不足、货
船滞留，供应链与物流系统陷于
崩溃。港口集装箱堆积如山，不
少零售店货架却空空如也。供应
链危机如同推倒多米诺骨牌，一
环影响下一环，商品供应短缺、涨
价、限购与延误困扰着美国消费
者和企业，经济运行遭遇空前严
重的冲击。

供应链危机暴露出美国深层
社会结构问题，短期内根本难以
消除。它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危
机，提高民众生活和经济运行成
本，打击消费信心，阻碍经济复苏
进程。

随着美联储计划缩减购债规
模，美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刺激效
应消退，不仅增长动能被釜底抽
薪，而且将加剧美国债务风险，严
重高估的股市也有崩盘的风险。

供应链崩溃、通货膨胀、劳工
短缺、金融风险积聚等多重危机
循环助推共振，美国“滞涨”危机
已清晰可见。

供应链危机失控
美国的供应链崩溃已持续数

月。在供应链崩溃冲击下，美国
民众正在忍受物资短缺与生活成
本飙升的煎熬。大型超市早就开
始对日常消费品限购，耐用消费
品缺货需要长期等待。调查机构
显示，零售商网站上“断货”的消
息比去年增加了 172%。汽油、天
然气、食品、日用品等几乎各种品
类商品价格大幅上涨。

什么都缺，最缺的是工人，装
卸工、卡车司机、仓储工人。这不
仅大幅增加了物流成本，更导致
码头上堆积如山的集装箱，和港
口外绵延上百里等待泊位的货
船。

货船在港口平均等待时间长
达三周，船运滞留不断刷新历史
纪录，由此产生高额的滞留费、附
加费，并导致各种联运延误。一
些船主因为无法缴纳港口各种费
用而不得不弃船。

港口拥堵还使空集装箱无法
运出，货运集装箱一箱难求，价格
飙升至一年前的十倍。而最近几
周，从亚洲运往北美的集装箱运
费从 1500 美元的价格已上涨至
30000美元。

大批零售商在库存不足与供
应混乱中苦苦挣扎，消费者被提
醒提前购买圣诞季用品。顾客要
么面对空空如也的货架徒叹奈
何，要么面对飙涨的物价望而却
步。

即将到来的圣诞季，很多美
国人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个没有火
鸡的感恩节，没有礼物、没有玩

具、没有圣诞树的圣诞节。甚至
由于缺少伐木工人，木材、纸浆极
度短缺，连新书供应都已经很困
难。

由于商品供应短缺和物流限
制，大量在线零售商不得不转向
二手商品市场，由此带火了网上
的二手货交易，美国二手商品零
售创下历史新高。

供应链危机正在给美国经
济、社会带来方方面面的冲击和
困扰。供应短缺与延误使越来越
多的行业拉响警报，被迫停业或
停产。

首当其冲是零售业和酒店、
餐饮服务业等，由于美国的禽类、
牛肉、猪肉等供应和储备大幅下
降，连作为美国快餐业招牌的肯
德基也面临无鸡腿可炸的窘境，
不少餐厅和酒店因招工不足和原
物料供应问题而关门大吉。汽车
制造业也深受供应链瓶颈影响而
被迫停产、减产。8月美国工业产
值下降 0.4%，9月下降 1.3%，供应
链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正在持
续显现。

供应链危机成因复杂，犹如
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绝非一
朝一夕能够解决。业内人士预
计，美国供应链瓶颈的困扰将至
少持续一到两年。

供应链危机暴露美国经济与
社会积弊

面对日益失控的供应链崩
溃，美国总统拜登再也坐不住
了。拜登在 10月 13日发表讲话，
下达了解决供应链危机的“90天
冲刺”命令，要求美国最大的两个
港口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实行24×7
工作制，并允许运输卡车在交通
较为通畅的夜间运送货物，要求
各部门与港口、物流公司以及零
售商通力合作，以解决港口货物
积压和消费品供应紧张的局面。
拜登甚至考虑动用国民警卫队协
助以解决供应链危机。

然而，人们对总统这些部署
的效果并不看好。供应链危机其
实暴露了美国深层的经济和社会
的结构性积弊。

首先是美国劳动力短缺与劳
动参与率不足的问题。疫情以来
特朗普和拜登比赛式的大把撒钱
和慷慨的失业补贴，使不少美国
人有了“躺着挣钱”的依靠，这可
能大幅度地改变了人们的劳动意
愿。

即使目前疫情救助和失业补
贴陆续到期，但很多人已经不再
愿意回到工作岗位，或者主导辞
职以寻求薪酬更高的职业，那些
艰苦、低薪或近距离接触顾客的
职位更是乏人问津。

这导致美国一方面出现上千
万的用工缺口，另一方面是大规
模的自主离职潮。8月份，美国总
离职人数约 600万人，其中 430万
人为主动辞职。对疫情流行的担
忧以及对工资收入的不满，可能
使数百万劳动人口永久性地退出
了劳动力市场。

全社会就业参与率在下降，
而那些辛苦的底层码头工人、仓
储工人、卡车司机、零售店和餐厅
服务员、制造业工人、护士等工作
岗位首当其冲。

纵然总统下令码头工人和卡
车司机彻夜加班，但即使提高加

班工资，寥寥无多的工人哪里愿
意忍受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呢？

劳工辞职潮和用工荒之外，
美国又遭遇愈演愈烈的罢工潮。
目前美国已有约10万名工人正在
罢工或准备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在最近两个
月，全美就已有近 40家工厂爆发
了罢工事件，几乎是去年同期的
两倍。如今美国的罢工浪潮正在
机械、石油、采矿、食品、医疗、电
影制作等行业加速蔓延，进一步
加剧美国劳动力短缺的危机。

疫情以来美国财富分配加速
两极化。自去年 3月新冠疫情爆
发以来，美国470多位亿万富豪的
总财富增加了 2.1万亿美元，增幅
达到70%。美国最富有的1%人拥
有的财富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整
个中产阶级的财富，而中下层民
众在通胀下承受收入缩水和生活
质量下降的痛苦。顶层倚仗资本
在食利，而底层在社会阶层固化
的绝望中选择了“躺平”。“生之者
寡而食之者众”的弊病更加严重。

供应链危机更加突显了美国
产业空心化的问题。美国是典型
的消费社会，制造业流失严重，即
使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企业，
但大多也是无工厂企业，生产端
基本分布于境外，各种生活必需
品和耐用消费品几乎完全依赖进
口。

今年以来，全球疫情多点爆
发，印度、越南等东南亚生产型国
家因为严重疫情，产能严重受限，
加剧了美国供应紧张。今年疫情
期间越南有超过4万家工厂停工，
大多数为电子、芯片、手机制造、
服装企业等，运动品牌耐克与阿
迪达斯暂停了在越南的业务。

当前，越南仍在疫情冲击下
试图恢复生产，却发生200多万劳
工集体大逃亡。印度正努力开启
经济，却遭遇全国范围的用电荒。

美国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
设施的老旧早已不堪重负，在供
应链承压的形势下，愈发暴露出
不足与脆弱，运输系统的落后与
低效也加重了物流困难。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今年发
布的评估报告对美国基础设施的
总体评分是“C-”，即“有重大缺
陷”。一场暴风雪可以使数个州
的电力系统瘫痪，一场暴雨也能
够让 25%以上的道路和桥梁不得
不关闭。这都为解决供应链瓶颈
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

供应链危机加剧通胀难题
4月以来美国的高通胀至今

愈演愈烈。当通货膨胀遭遇供
应链危机，只会让通胀雪上加
霜。美国银行首席投资官迈克
尔•埃夫斯表示，目前美国运费
同比上涨 210%，食品价格同比
上涨 33%，能源成本同比上涨
71%，房价同比上涨 20%；在过
去半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
7.2%，达到 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
平。

劳动力短缺又抬升了工资水
平，这导致工资——物价螺旋上
涨的循环，为居高不下的通胀火
上浇油。房价与房租齐涨，天然
气的涨价大大增加了居民冬季采
暖的支出，居民生活成本大幅上
扬，也大大提高了民众的通胀预
期。

通胀重压之下，美国中下层
民众备受痛苦煎熬，六成家庭陷
入财务困境，其中两成家庭已经
入不敷出，挣扎在贫困线上。

不断上升的通胀预期严重打
击消费者信心。世界大型企业联
合会和密歇根大学最近公布的美
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比年内高点
分别下降25.3和18.4个百分点。

原材料价格上涨与供应延误
也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悲观情绪正在企业主中间蔓延。
而消费者与企业的预期往往具有
自我实现和加强的作用。

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新一波
上涨、能源短缺、国际物流价格飞
涨、供应链受阻等诸多压力下，全
球经济复苏进一步放缓。IMF（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
济展望报告》预测，在全球疫情不
确定性影响下，世界经济增长预
期下调，全球产出和供应前景仍
不乐观。

美国的供应链危机、劳动力
短缺与工资上涨压力与商品供应
短缺、通货膨胀形成相互推波助
澜的循环加强效应。这决定了美
国供应短缺的问题仍将持续较长
时期，也使美国的高通胀在更长
的时期处于上升通道。

美联储政策转向极可能成为
美国经济复苏的拐点

前期，美联储为支持美国经
济复苏，刻意淡化通胀影响，一再
坚持“通胀是暂时的”，竭力维持
量化宽松政策不变，迟迟不肯缩
减购债规模，这使美联储已经错
失遏制通胀的时机。

通胀居高不下的局面，使美
国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面临巨
大压力。其实，美联储未必真的
相信自己所说的“通胀是暂时
的”，之所以那么说不过是为其维
持宽松货币政策寻找托词。实际
上，美联储迟迟不肯转变宽松货
币政策，非不为也，是不敢也！

其根本原因是美国经济已经
深陷对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而不
能自拔了：在财政连年赤字并不
断累积的形势下，美国政府的巨
额债务需要美联储牵头来接盘，
而拜登政府雄心勃勃的各项投资
与刺激计划也急需美联储印钞以
提供资金才能执行。

如今，在前所未有的高通胀
压力下，所谓“通胀是暂时的”，连
美联储自己也不敢相信了，其量
化宽松的独门绝技已经走到尽
头。

美联储是政府债务的主要
承接者，美联储持续增加购买国
债才使美国政府巨额债务得以
持续。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
急速扩张中，财政部发行国债及
票据资产占比已超过 63%。目
前美联储每月增加 1200 亿购债
规模中，800亿美元为国债。

如果美联储减少或停止购买
美国国债，将使美国国债缺少最
大的支撑，其他投资者对美债的
接盘难以满足美国国债的庞大规
模，还将大大提高美债的收益率，
增加政府发债成本，美国政府巨
额债务的可持续性成疑。

同时，美国虚高的股市也离
不开美联储超宽松的流动性和低
利率支撑。美国股市去年以来一
路高歌的繁荣景象，已经与实体

经济严重脱节。美国股市总市值
超过GDP两倍，处于严重高估，美
国股市已是“高处不胜寒”，一旦
美联储减少购债或停止低利率政
策，股市泡沫面临被刺破的风险。

股市承载着美国家庭和投资
者的财富来源，某种程度上美国
经济兴衰系于股市荣枯。股市一
旦暴跌，将使美国家庭及投资者
财富、上市公司市值严重缩水，对
美国经济的影响将是伤筋动骨，
并可能引发大批企业连锁的债务
冲击和金融巨震。

最近以来，从高盛、摩根到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在发
出美国“滞涨”的严厉预警。“末日
博士”鲁比尼预言，美国可能再次
面临 1970年代的“滞胀”，甚至会
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著名投资
家罗杰斯最近直接断言全球及美
国正在逼近“我们有生以来最大
的熊市。”

10月 14日，英国达特茅斯学
院教授、前英格兰银行利率委员
会成员布兰奇弗劳和伦敦大学学
院经济学教授布莱森，又对美国
经济泼了一盆冷水，警告美国经
济正在走向衰退。

他们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
消费者信心下降是经济衰退的先
导指标。由于最近几个月美国消
费者信心急剧下降，这种变化与
2008年经济大衰退前的情形惊人
相似，表明美国经济已经亮起警
报，并预测美国经济在年内将走
向衰退。

他们研究了自1978年以来消
费者情绪与经济景气的联系，据
此比别人更早预言了2008年的大
衰退，因此他们坚信这次也是对
的。两位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走
向衰退的判断还基于美国劳工市
场与通货膨胀的持续恶化。

在持续高通胀的巨大压力
下，美联储不得不考虑缩减购债
规模，TAPER（观察者网注：央行
逐渐缩减资产购买规模，收紧货
币政策，退出量化宽松）很可能在
年底前就开始推出。根据美联储
透露出的缩减购债方案，每月将
减少购买 100亿美元国债和 50亿
其它抵押证券资产，到明年中结
束购债计划。

美联储减少购债，标志着超
宽松货币政策开始转向。而一旦
离开美联储这部得心应手的印钞
机，美国政府的巨额债务风险将
加剧，美国经济复苏会釜底抽薪，
股市泡沫也面临刺破的危险，并
可能引爆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债务
危机。

美国今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根
本上靠超宽松货币和强财政刺激
支撑，复苏的基础本就脆弱，包含
了太多水分。而没有了美联储宽
松货币政策的加持，美国的财政
刺激也就成了无源之水，美国经
济复苏的动能骤然消退，增长前
景堪忧。

通货膨胀、供应链危机、劳
动短缺与工资上涨、金融风险积
聚已经使美国经济步履维艰，而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转向极有可
能成为压垮美国经济的又一根
稻草。笔者预测，美国“滞涨”
的前景已经清晰可见，而一场更
猛烈的金融风暴也正在悄然酝
酿。

2-036

成云律师事务所
法学博士(JD、PhD)、律师、会计师

弗吉尼亚、马里兰 及华盛顿DC律师执照
美国联邦法院、税务法院律师执照

Cheng Yun & Associates PLLC

●刑事辩护：保释、盗窃、无照按摩、家庭暴力、性犯罪等各类

犯罪辩护及出庭

●交通违规：超速、无照驾驶、鲁莽驾驶、酒后驾驶辩护

●餐馆买卖：餐馆买卖及过户、餐馆租约、减房租

●移民案件: 政治庇护、移民案件上庭、绿卡和公民申请及

面试、EB5投资移民、跨国公司高管L1签证

●婚姻家庭：离婚、婚前协议、财产分割、子女监护权

●遗产遗嘱：遗产分割及继承、遗产申报、立遗嘱

●税务信托：各类税务问题辩护及出庭，设立信托基金

电话：703-887-6786 传真：888-510-6158
电邮及网站：chengyunlaw@gmail.com，wwwchengyunlaw.com
维州地址：6088 Franconia Road Suite C , Alexandria, VA 22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