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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刺激政策已到极限……
从近期公布的数据来看，美

欧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
比出现明显下滑，美联储在巨大
通胀压力下加快货币政策收缩节
奏，美欧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反复，
有关动向加剧了对经济陷入滞胀
的担忧。

4月 28日，美国商务部数据
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
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降 1.4%，
这是2020年二季度以来美国经济
首次萎缩。分析认为，经济增速
环比大幅下滑，再结合通胀和就
业数据看，美国经济已显现明显
滞胀迹象。

从经济增速看，在美国当局
两年“撒钱”近 10万亿美元、美联
储资产负债表创出 9万亿美元新
高、联邦政府债务累计超过 30万
亿美元之后，美国一季度的经济
萎缩充分表明，在刺激政策已到
极限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内生动
力依旧不足。

从通胀数据看，美国3月份消
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
8.5%，即使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
和能源价格，3月份核心CPI仍较
去年同期上涨了 6.5%，达到近 40
年来的最高值，而持续发酵的乌
克兰危机导致的原材料短缺和供

应链中断问题还在进一步加剧美
国通胀。

从就业情况看，美国劳工部5
月 6日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失业
率环比持平在 3.6%，虽然看似不
错，但美国就业面临的问题并不
像数据看着那么乐观。供需不匹
配情况极为严重，就业市场共有
1150万个空缺职位，但可用劳动
力仅为590万人，劳动参与率仍较
疫情之前低 1.2个百分点。这也
在不断加剧企业成本压力，进而
继续推升美国通胀。分析认为，
虽然美国经济界一直将“招工难”
归咎于联邦失业补贴降低了就业
意愿，但大多数地区失业补贴措
施已经到期，真正的症结恐怕在
于疫情持续蔓延重塑了美国社会
就业结构，“招工难”持续与美国
社会普遍存在但讳莫如深的疫情
后遗症关联度很高。

经济严重疲软、通胀持续高
企、就业问题突出，这已符合西方
经济学教科书中对滞胀特征的描
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

4月 29日，欧盟统计局数据
显示，一季度欧元区GDP环比增
长 0.2%，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
0.3%，而 4月份通胀率再创 7.5%
历史新高，劳动力供应也出现不

足。这同样引发市场对欧洲经济
陷入滞胀的担忧。

对疫情卷土重来的忧虑也在
增加。5月 4日，欧盟委员会负责
卫生和食品安全事务的委员斯泰
拉·基里亚基季斯警告，新一轮疫
情暴发的风险始终存在。5月 6
日，美国白宫方面甚至放出风声，
以美国当前的防疫部署看，今年
秋冬季或将迎来新冠肺炎疫情的
新一轮大暴发，届时感染人数恐
将达到一亿人。

尽快遏制通胀成为欧美宏观
政策的重点。欧洲央行多位官员近
期向市场吹风年内可能加息。5月4
日，美联储宣布加息50个基点，将联
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0.75%
至1%之间，同时宣布将从6月1日
起缩减规模近9万亿美元的资产负
债表，以“迅速采取行动使通胀回
落”。英国央行紧跟美联储步调，5
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从0.75%上调至
1%。自去年12月以来第四次加息
后，英国利率水平达到2009年2月
以来最高点。

不过，美联储加快收紧政策
节奏却招致两方面的批评。一方
面，认为美联储已错失遏制通胀
最佳时期。如美联储前副主席兰
德尔·夸尔斯近日批评称，美联储

本应该从去年 9月份就开始抑制
通胀，由于没有及时出手，可能面
临“以经济衰退为代价来控制物
价”。另一方面，认为美联储加快
加息缩表的措施，除了推升美元
指数之外，无法吸引足够的国际
避险资金回流填平美国债务“天
坑”，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
站上 3%高位就是明证。有分析
指出，如果美国经济滞胀风险上
升，其资本回流形势将受到影响，
资本可能从美国流出，并流向大
宗商品和黄金等实物资产，可能

对新兴市场产生多重溢出效应，
增加全球金融稳定风险。

滞胀风险叠加疫情反复，让
欧美特别是美国经济前景堪忧。
目前，美国政策工具箱已经见底，
难以迅速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
题。结合近期新闻看，美国频繁
在不同领域制造话题和冲突，无
论是拱火乌克兰危机，还是在东
亚挑动话题，都反映出动用非经
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意图，这
种局面如果持续，全球出现“黑天
鹅”事件的风险将进一步增大。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要求国会
批准总额为330亿美元的“2022财
年紧急补充资金”，用于向乌克兰
提供安全、经济和人道援助。根
据白宫发布的说明，“2022财年紧
急补充资金”中204亿美元用于向
乌克兰提供军事和安全援助。与
此同时，美国经济正陷入数十年
来最大的危机。

美国经济面临危机
美国经济可能将面临大衰

退，这要归咎于美国在过去犯下
的种种恶行以及新冠疫情、俄乌
冲突和对俄制裁造成的经济影
响。维持乌克兰长期战争所需的
巨额财政支出，加上俄乌向全世
界提供能源和食品的途径被切
断，已经让全球面临严重的恶性
通货膨胀。无论是在加油站还是
在超市，美国人的购买力都在下
降。这种经济形势对美国人而言
意味着手头越来越紧，而对发展
中国家来说则意味着大规模饥
荒。

事实上，在这一系列危机出
现之前，世界经济就已经陷入某
种“金融泡沫”。全球债务与GDP
之比已经偏离正轨，与实际生产
需求不再有直接关联。自1971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以来，世界
金融体系就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

“赌场经济”，靠着实体经济收益
苦苦支撑。

特朗普政府妄图将美国实体

经济衰退归咎于对华贸易，而不
是美国政府的疏漏。特朗普政府
的贸易政策和高关税让局势进一
步恶化，高关税的恶果实际是由
本就负担过重的美国消费者来承
担的。拜登政府变本加厉，妄图
将美国的过错推脱给中国，甚至
以此为由“惩罚中国”。

新冠疫情让形势更加严峻，
美国及其盟友的对乌援助以及对
俄制裁则是将局势推向临界点。
美联储近日加息 50个基点，这是
为了应对 20年来最高的通胀率。
讽刺的是，通常对加息不感兴趣
的华尔街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西方所作所为危及全球
战争和制裁对全球经济的影

响尚未充分显现，国际供应链的
严重中断也才开始。此外，那些
本应满载着俄乌小麦驶向非洲和
中东的船舶，现在要么被困港口
要么空空荡荡。美国及其盟友对
俄罗斯实施的能源禁运已经导致
天然气和石油价格飙升。肥料价
格的上涨则将让美国农民几乎不
可能维持现有生产水平，必然危
及美国的粮食供应。

拜登政府对其所作所为的后
果知之甚少，只是警告称相关决
定将带来一定痛苦。他们不知道
这种痛苦有多大，否则应该会重
新考虑这些不明智的决定。

美国孤注一掷地维系其单方
面决定世界政治进程的权利，美

国政府又没有能力与中俄等不同
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国家打交道。
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正带领世
界走向灾难，这场灾难之大可能
远远超过20世纪的任何一场。俄
乌冲突可能导致核对抗，西方的

“致命制裁”或许会引发一场大规
模金融井喷。西方为确保自身在
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不惜改
变整个世界生产和贸易体系，这
一愚蠢行径将极大地破坏当下的
国际分工，以至于无法养活当前
的世界人口。这种行径无异于

“种族灭绝”，首当其冲的是那些
以非白人为主体的最贫困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危机
对普通美国人的影响将呈现指数
级增长。美国政府官员关于痛苦
只是暂时的模糊承诺不足以平息
民愤。将问题归咎于“对华贸易”
或者“俄罗斯侵略”无济于事，因
为美国的问题出在国内。正如美
国前总统林肯所指出的，你不可
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美国
政府要么被迫改变政策，要么在
与日益愤怒的民众的对峙中败
北。

目前看来，中国提出的全球
安全倡议将让世界朝着和平与稳
定的正确方向前进。与此同时，
若要让全球民众衣食无忧，则需
要对一个让极少数人受益、让许
多人付出代价的金融体系进行彻
底改革。

美国专家：西方实施制裁、
挑动战争或引发全球衰退

货币政策“急转弯”的美国
又向全球转嫁危机

“远在斯里兰卡的商家、莫桑比
克的农民，世界各地贫穷国家的家
庭都能感受到（美联储加息带来的）
冲击。”近日，美联社记者保罗·韦斯
曼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上周，美联
储宣布加息 50个基点，并将从 6月
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目的是以激
进的紧缩货币政策来对抗创 40年
新高的通货膨胀。这令国际社会普
遍担心，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将因
此再度面临冲击。

不管是此前零利率和量化宽松
政策引发物价飞涨，还是如今货币
政策强硬转向，美国都是在凭借美
元霸权向世界转嫁危机。这对当下
正奋力实现疫后复苏的新兴经济体
冲击巨大。

一方面，美联储加息提升美元
资产吸引力，加剧了新兴市场资本
外流和货币贬值的风险，令不少国
家债务风险激增。早在上个月，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发出警告称，“过
去的经验表明，发达国家快速加息
会压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
外部融资环境。”该组织指出，全球
60%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要么已经
感受到偿债的压力，要么处在面临
偿债压力的高风险中。

另一方面，美元升值带来的其
他货币贬值也会削弱他国民众的购
买力，破坏发展中经济体本就艰难
的经济复苏进程。阿根廷阿中研究
中心主任帕特里西奥·朱斯托近日
在接受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采访
时，表示十分担心美联储加息的负
面溢出效应，“特别是将导致拉美新
兴经济体的物价继续上涨，贷款成
本增加、货币持续贬值、民众生活成
本增加、失业率上升，这些将对拉美

新兴经济体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
在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国际政

治经济学教授马尔科斯·皮尔斯看
来，美国手握美元这一全球货币，美
元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其他国家货币
产生影响。而且当他们使用制裁等
手段的时候，想的只有自己，根本不
会考虑其他国家，这体现出美国财
团的霸权主义习性。

事实上，在美元霸权建立后，这
种收割全球财富的“老套路”，美国
已经玩过太多次——在美国实行量
化宽松货币政策时，美联储降息使
得新兴市场大量借贷美债，经济繁
荣向上，不同程度培育资产泡沫。
一旦美联储加息，新兴市场国家的
资金就大量外流，引发汇率动荡、泡
沫破裂，甚至导致货币危机与金融
危机。

比如，2015年12月美联储曾启
动一轮加息周期，2018年更是加息
四次。当年，阿根廷本国货币比索
对美元汇率下跌 50.56%，通胀率高
达 47.6%。巴西货币雷亚尔在 2018
年也持续贬值，幅度达20%。

即使在美国国内，美国官方
采取的货币政策也饱受争议。在
本轮通胀抬头初期，美国官方麻
痹大意、行动迟缓，高喊通胀只是

“暂时的”，在货币政策上一味宽
松，搞大水漫灌，导致通胀水平一
路飙升。

此外，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
国对俄罗斯不断实施制裁，冲击全
球能源、粮食、产业链等，加剧了本
国的通胀压力。同时，美国本届政
府在很长时间内延续前任错误的对
华关税政策，也给美国人的账单增
加了不少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