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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近期，美国就业市场疲态加剧，许多企业裁员、破产，市值下跌。综合外媒报道，美国8月就业

增长放缓，新增岗位数量低于预期。

观察人士认为，高利率对美国经济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制造业活动持续放缓、住房销售疲

软、贷款违约率上升，经济低迷已蔓延至多个领域。在美联储降息预期不断升温之际，外界对美

国经济衰退的担忧难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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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市场不振，加上疫
情期间美国家庭积累的超
额储蓄消耗殆尽，导致消费
者支出更加谨慎。鉴于消
费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引
擎，外界对美国经济衰退的
担忧加剧。

彭博社文章指出，随着
消费者支出减少，不断上升
的失业率可能很快会形成
恶性循环，反过来导致更多
公司裁员。美国制造业联
盟主席斯科特·保罗表示，
高利率损害了企业对设备
的投资，抑制了消费者购买
汽车和房屋的行为。

此外，对整体经济形势
的担忧还反映在美国股市
波动上。9月初，投资者大
量抛售人工智能相关股票，
并拖累科技股整体市值缩
水。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
达股价 3日暴跌 9.5%，市
值缩水2790亿美元，创下
美国有史以来单日个股市
值最大损失纪录。当日，以
科技公司为主的纳斯达克
指数下跌超过 3%。凯投
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市
场经济学家希万·坦登表
示，科技股大跌反映了投资
者对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
担忧再次加剧。

摩根大通公司研究部
近日将美国经济在2024年
年底前开始衰退的可能性
提高到35%，2025年年底
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保
持在45%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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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或加快降息步伐
美国经济走软及其对欧元区的影响
可能是触发因素

最近几个月，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疲软。
据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数据，美国8月新增
就业岗位 14.2 万，低于此前初步预测的 16
万。而7月裁员人数增至176万，为2023年3
月以来最高水平。目前，美国企业发布的职位
空缺减少，招聘人数也在下降。此外，8月份
的就业增长仅集中在几个特定行业，如医疗保
健行业、建筑业、餐饮、酒店和娱乐行业。

因借贷成本维持高位、消费者支出放缓，已
有大批经营承压的美国企业通过破产来缓解财
务危机。

从去年开始，美国零售业遭遇一波破产潮，
包括家居零售巨头3B家居、床垫制造商舒达席
梦思、派对用品零售商派对城公司等在内的许
多企业倒闭。瑞银预计，未来五年美国将有超
过5万家零售店永久关闭。

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公司近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共有63家上市公司
和私营公司申请破产，其中有三家公司负债均
超过10亿美元。今年前8个月，已有452家企
业申请破产，创2020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也
是2010年以来同期第二高水平。

美国破产申请数据提供商Epiq AACER
副总裁迈克尔·亨特表示，高利率环境下，贷款
拖欠率上升，债务水平继续增长，预计今年秋季
和冬季新破产申请数量将继续增加。

不仅零售业经历挣扎，去年以来，一批知名
科技及新能源行业企业也纷纷作出裁员决定，
其中不乏谷歌、亚马逊、微软、IBM、英特尔、声
田公司、特斯拉等行业巨头。其中，全球知名
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日前宣布，因部分咨
询业务需求放缓，其美国分所打算10月裁
员约1800人，这将是该公司2009年以来
首次在美正式裁员。8月初，美国英特尔
公司宣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裁员计划，
将裁减公司15%的员工，共计约1.5万
人。

根据Chrunchbase网站统计，
2023年，超过19.1万名美国科技公
司员工在大规模裁员中被解雇，且
裁员潮已延续至2024年。

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本
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宣布降息。

美联储定于本月17日至18日举行
货币政策会议。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
威尔8月下旬表示，降息时机已到，几乎

“明示”美联储将在9月货币政策会议上
宣布降息。

随着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升
温，国际金价13日创新高。市场人士认
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美债危机等因
素可能进一步推升国际金价。

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
黄金期货价格13日盘中上涨至每盎司
2614.6美元，收盘于2606.2美元。今年
以来，市场对美联储降息预期已推动国
际金价上涨超过20%。

分析人士认为，就当前情况看，降
息基本没有悬念，主要分歧在于降息25
个基点还是50个基点。英国伦敦金融
分析师福阿德·拉扎克扎达认为，上述
两种降息幅度的概率均为50%。

为应对通胀，美联储自2022年3月
至2023年7月连续11次加息，累计加
息幅度达525个基点。过去一年间，美
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至 5.5%之间，为23年来最高水
平。由于2024年初对抗通胀的进展受
挫，通胀形势出现反复，降息一再被推
迟。随着通胀数据重新开始下降，美联
储嗅到政策转向的时机。

加拿大BCA研究公司首席全球策
略师彼得·贝雷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
文指出，美联储不太可能力挽狂澜。在
美联储于2001年1月和2007年9月开
始降息的几个月后，美国经济都陷入了
衰退，市场应为此做好准备。

美国奥布赖恩期货公司市场战略
分析师鲍勃·哈伯肯说，美国通胀和劳
动力市场疲软隐忧仍存，投资者可能
希望以黄金对冲美国经济滑向衰退的
风险。

据高盛研究部分析，黄金涨势将延
续至2025年初。可能导致金价上扬的
主要因素包括美联储降息和地缘政治
紧张局势。如果美国实施更多金融制
裁或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问题令市场进
一步承压，国际金价或将出现更大上涨
空间。

▼ 美国劳
工部9月11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8月美国消费者
价格指数（CPI）同
比上涨 2.5%，涨幅
较 7月收窄 0.4 个百
分点，但仍高于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设定的
2%长期通胀目标。图为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
拍摄的一座加油站。

谁在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前景

“中国加剧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对华依赖导致
部分欧洲国家经济面临困境”“中国拖累世界经济增长
前景”……这些匪夷所思的言论背后，是美国媒体和政
客让中国来当“背锅侠”的惯性思维和自私套路。只不
过被美国经济政策反复收割、深受其霸权危害的世界
各国，对美国这一套路太过熟悉了。

“所谓‘债务陷阱’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工具，西方以
此来吓阻中国的全球南方合作伙伴。”肯尼亚国际关系
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希尔说。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3 年国际债务报告》，非
洲外债中，商业债券和多边债务占非洲外债总额的
66%，中非双边债务仅占11%。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由来已
久，成因复杂，当前债务问题加剧与美国滥用金融霸权
及其激进、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息息相关。

《纽约时报》报道称，一些发达国家因过度依赖与
中国的贸易而面临严峻挑战，如欧洲经济强国德国。
去年，德国对华出口下降9%，德国经济出现萎缩。

事实上，乌克兰危机带来的高通胀和信贷成本上
升是导致欧洲国家经济疲软的重要原因，而这背后是
美国利用地缘危机、产业政策等手段迫使欧洲在能源、
货币政策等方面严重依赖美国。

美国拱火俄乌冲突，以军事援助为幌子大发欧洲

战争财；推动欧洲大幅降低对俄罗斯能源贸易，借“北
溪”天然气管道爆炸进一步捆绑欧洲能源需求，以远高
于先前市场价的美国天然气供应压榨欧洲盟友；此外，
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拉拢欧
洲制造业向美国迁移，进一步削弱欧洲经济尤其是工
业大国的“有生力量”，加剧欧洲“去工业化”风险。

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中国经济放缓，令“搭乘
中国经济增长顺风车的国家面临困境和风险”。中国
对世界经济疲软“负有责任”。

可事实却是，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5.0%，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
增长重要引擎。过去 10 多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平均贡献率稳定在30%左右的水平。

此外，美媒还倒打一耙，污蔑中国破坏全球贸易体
系。

众所周知，美国 6 年前单方面挑起对华经贸摩擦，
随后又鼓噪对华“脱钩断链”“去风险”，肆意扰乱全球
经贸体系。而中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
放，已成为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为促
进全球经济发展、贸易开放作出积极贡献。

厄瓜多尔《每周分析》杂志总编辑阿尔韦托·阿科
斯塔指出，中国广阔的市场为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带来
积极影响。今年 5 月 1 日，中厄自贸协定正式实施，进

一步增加厄瓜多尔产品出口，提振厄经济和就
业。

反观近年世界经济整体走势，与美国财政、货
币政策相关的动向正成为影响世界经济走势的主要
风险来源。

一是财政政策“寅吃卯粮”，大幅举债。美国联邦
政府债务规模 7 月底首次突破 35 万亿美元，债务不可
持续风险加剧。日本无限合同会社首席经济学家田代
秀敏认为，美国财政已处于危机状态，爆发债务危机、
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加大。

二是货币政策摆尾效应恐持续外溢。8 月初，日本
东京股市两大股指暴跌超 12%，并引发全球股市“黑色
星期一”。市场人士认为，日美货币政策路径差异化诱
发的“日元套利交易”是本次动荡主因，且这类套利
活动是过去30年来第三次达到峰值。

“美国是制造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元
凶。”田代秀敏说。

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
与稳健发展、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中国拓展合作，符合
每一个谋求繁荣发展的国家的根本利益。美国媒体和
政客从不反思自身政策造成的全球性危害，反而“甩
锅”抹黑中国，只会继续扩大自己的“信用赤字”，也会
最终危及其霸权地位。

欧洲中央银行12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存款
机制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3.50%。这是该行今年6月宣
布降息后再次下调利率。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欧洲央行
仍坚持不预先承诺特定利率路径的审慎降息策略，但欧
元区经济前景黯淡或导致欧洲央行加快降息步伐。

欧洲央行最新降息决定符合此前经济学家和金融
市场投资者的普遍预期。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会议上，
欧洲央行宣布将于18日开始实施新的货币政策操作框
架。根据这一框架，欧元区三大利率之一的主要再融
资利率与存款机制利率之间的利差缩窄到15个基点，
同时边际借贷利率与主要再融资利率之间的利差仍保
持25个基点。由此，此次宣布降息后，欧元区三大利
率中的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降至
3.65%和3.90%。

专家指出，在欧洲央行逐步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背景
下，人们一直担心资本市场可能会出现流动性瓶颈。新
的操作框架旨在通过降低短期贷款利率，让银行更容易
获得流动性。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对利
率前景发表意见。她强调，虽然欧元区工资涨幅有所回
落，但仍然太高，服务价格上涨压力比预期更大。

德国联邦公共银行协会总经理伊丽丝·贝特格-克劳
斯认为，欧洲央行再次降息是通胀下降、经济停滞和工资
上涨趋于平缓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顽固的通货膨
胀风险”尚未完全消除。

欧洲央行12日还发布了对欧元区通胀率的最新预
测，将今明两年欧元区核心通胀率（去除能源和食品的价
格涨幅）小幅上调。德国商业银行分析认为，欧洲央行仍
担心服务业价格上涨带来新的通胀风险，因此下一次利
率下调要到12月才会宣布。

荷兰国际集团宏观研究主管卡斯滕·布热斯基则预
计，欧洲央行明年有望加快降息步伐，美国经济走软及其

对欧
元 区
的影响
可 能 是
触 发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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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第 二 季 度 ，
欧元区国内
生产总值环比
保持一季度的
低增长态势，其
中德国、拉脱维
亚、瑞典和匈牙利
经济出现不同程度
的萎缩。7月，欧洲央
行将其对欧元区经济
增长前景的评估调整为

“倾向于下行”。布热斯
基认为，黯淡的增长前景
导致更激进的降息只是时
间问题。

根据欧洲央行最新预测，
欧元区 2024 年经济增速为
0.8%，2025年为1.3%，2026年
为1.5%，均较上一次预测值下
调了0.1个百分点。拉加德表示，欧
元区私人消费已经下降，工业生产也
更加低迷，降息可以促进消费。

今年6月，欧洲央行自去年10月停
止加息以来首次降息，但在7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
不变。欧洲央行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10月17日举行。

相关新闻

新闻分析

◀受到美国经济疲
软影响，英特尔公司8月
宣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裁员计划。图为位于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
拉的英特尔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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