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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7月27日电（记者熊茂伶）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7日宣布加息75个基点，
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四次加息，也是连续第
二次加息75个基点，为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
大幅度的集中加息。

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
尔克通过持续激进加息将美国通胀水平从1980
年初的两位数降了下来，但代价是美国经济两
年内两次陷入衰退，被称为“沃尔克时刻”。如
今面临四十年不遇的持续高通胀，美联储是否
会重演历史，以衰退为代价控制通胀？

激进加息难遏通胀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在9月的会议上再一次进行“超乎
寻常的大幅加息”可能是合适的。芝加哥商品
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27日显示，交易员预期
美联储9月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65%。

连续大幅加息，凸显美联储前期行动缓
慢、如今只能加快控制通胀的被动局面。6 月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 9.1%，涨
幅创近41年新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对
新华社记者表示，到目前为止，在缓解通胀问
题上还看不到积极进展，这在意料之中。美联
储政策传导存在时滞，通胀放缓可能要到今年
年底才会显现出来。

通胀依然居高不下，但美联储加息给经济
带来的影响日益显现。鲍威尔在发布会上指
出，近期支出和生产指标已经走软，消费支出
增长显著放缓，反映出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
金融环境收紧等因素。房地产市场活动减弱，
部分原因是抵押贷款利率上升。他不认为美
国已进入经济衰退。但他坦承，美国经济避免
衰退、实现“软着陆”的路径已经变窄，且有可
能变得更窄。

“沃尔克式”阵痛难免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沃尔克式”经济阵痛
可能是必要的代价。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
日前指出，美国需要五年5%以上的失业率才能
遏制住当前飙升的通胀。

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曾警
告，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如果叠加一
系列负面供给冲击，可能会导致上世纪70年代
式的滞胀。“沃尔克时刻”即将到来。

美国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 27 日公布最

新预测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
总值（GDP）环比按年率计算将萎缩 1.2%。美
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萎
缩1.6%。如果亚特兰大联储预测成为现实，这
将意味着美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蒙德·拉赫
曼告诉记者，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已对金融市
场产生重大影响，上半年股票和债券市场大幅
下跌，一些经济领域增长开始放缓。与此同
时，由于利率上升、消费者信心下降，住房需求
大幅降温。拉赫曼预计美国经济可能于今年
年底陷入衰退。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对基金经理、
分析师、经济学家的一项调查显示，63%的受访
者认为美联储政策将导致经济衰退。他们认
为，美国经济有超过一半的可能性将在未来12
个月内陷入衰退。

全球利益再遭收割

全球来看，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已带来显

著外溢效应。拉赫曼指出，美国加息已经让新
兴市场出现大量资本外流，与之前的加息周期
情况相似。这正导致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
并推升了高负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务风险。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当前美国经济决策
路径似曾相识：前期面临重大经济冲击时大规
模举债印钞，利用美元低融资成本刺激经济；
美元流动性过剩叠加经济复苏推升全球通胀
后，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促使资本回流美国，
最终令不少国家蒙受恶性通胀和资本外流的
双重冲击。

纽约大学经济学家鲁比尼认为，当前全球
债务水平已远高于上世纪70年代，美联储通过
激进加息抑制通胀会带来比当时更严重的后
果，“可能导致经济萧条”。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副教
授詹姆斯·莫里森告诉新华社记者，凭借美元
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美联储加息必然
对全球产生负面影响，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债务
困境，还可能引发世界经济衰退。

美联储强力加息会否重演“沃尔克时刻”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乌克兰政府
说，三座黑海港口已于 27 日恢复运转，准
备履行先前与俄罗斯、土耳其和联合国达
成的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不过，粮食真正出港前还需经过安检
等程序。不少运粮商船仍在观望，希望确
认是否存在水雷风险，确保粮食安全出港
并顺利抵达目的地。

按照协议，乌克兰将在其他三方配合
与协调下，在今后4个月内运出2月下旬以
来滞留在黑海港口的 2000 多万吨出口粮
食，以期缓解国际粮市价格高涨、供应紧张
局面。

乌克兰海军方面说，敖德萨等三座黑
海港口已于 27日恢复运转，不过在粮食出
港前仍有不少“冗杂工作”要完成。比如，
运粮货轮所经航道必须经过仔细检查，以
排除水雷等“水下风险”。另外，相关各方
还准备派遣军舰巡航附近水域，以便护送
运粮商船安全通过。

乌克兰和俄罗斯均为谷物出口大国，
乌克兰素有“欧洲粮仓”之称。俄罗斯 2月

24 日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两国
粮食出口都受到干扰，小麦、玉米、葵花籽
油等重要农产品国际期货市场价格剧烈波
动。

乌方先前指责俄军封锁乌方黑海港
口、阻碍粮食外运。俄方反驳这一说法，并
指责乌方在黑海港口附近水域布设大量水
雷，危及航行安全。经土耳其和联合国方
面协调，俄、乌、土、联合国代表上周达成协
议，27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仪式，宣
布黑海粮食外运联合协调中心正式启用。

中心由四方各派 5 名代表组成，借助
卫星、网络等通信手段监控运粮航线。按
照土耳其方面的说法，中心将建立一条“海
上粮食运输安全走廊”。俄乌双方承诺任
何一方不攻击运粮船只或港口设施，乌方
将引导商船安全通过布雷水域。土耳其和
联合国方面还将负责监控入港船只，确保
它们不被用于运输武器。

港口虽已恢复运转，但船运公司尚未
开始运粮。船东需评估水雷这类直接安全
风险，还需考虑可能影响合同履行的其他

因素。
美联社分析，协议规定，滞留港口的

2000 多万吨粮食需在 4 个月内运出，这意
味着每天有四五艘大型货轮运粮出港。

另一方面，协议中一项重要条件是确
保承接俄罗斯谷物和化肥出口合同的船运
公司和保险商免遭西方对俄制裁波及。船
东们要考虑这一保证是否现实可行。

“我们现在得花很大工夫去理解这项
保证应该如何操作。”国际航运公会秘书长
盖伊·普拉滕说。这一行业组织代表全球
大约八成商船队的运营商利益。“我们能确
保船员安全吗？那些水雷和布雷区要怎么
处理？眼下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未知因
素。”

不过，将积压谷物尽快运出港对乌克
兰而言很重要，因为上一收割季的谷物已
占满粮仓，新一季谷物将无处储存。目前，
非洲、中东、南亚等地区有不少遭遇缺粮乃
至饥荒的人口。面对粮价上涨，一些农产
品出口国为保障国内市场需求而收紧出
口，加剧供应链紧张局面。（沈敏）

乌克兰重开三座黑海港口

7 月 27
日，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
会主席鲍威
尔（后）在华
盛顿出席新
闻 发 布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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