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全球“放水”接近尾声，

对于通胀的担忧也由此弥漫

开来。最近，从大宗商品到农

作物，再到日常消费品，涨价

潮传导至全产业链，由此进一

步加剧了对通胀时代逼近的

忧虑。压力之下，已经有国家

出手了，加息和缩减购债规模

被提上了日程。在量化宽松的

浪潮席卷全球时，大概就已经

注定会有这样一天。

8

移民潮不再 美国遭遇人口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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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降低、劳动力减少、社会老龄化……全世

界面临的人口减少危机，美国也难逃。当下的美国正

经历着70年来的人口最低速增长。1930年的经济萧

条，2008年的金融危机，分别两次让美国的人口增速

探底。下一个十年里，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只怕

会让美国的人口危机持续。

史上第二低

当地时间26日，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最新人

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总人口目前已超过3.31亿人，

比2010年增长了7.4%。

相比于2000年至2010年9.7%的人口增幅，美国

这十年的人口增幅显著降低，创下20世纪30年代经

济大萧条以来的最低增幅，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低

的增长率。

人口普查局代理局长罗恩·贾明表示，在过去的

十年中，美国总人口增长了7.4%，仅比20世纪30年

代的人口增长7.3%略多。

“这是一件大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立人

口老龄经济和人口研究中心的人口统计学家罗纳

德·里恩说。他指出，美国的人口长期以来一直超过

其他发达国家。“而如果现在转向长期较低水平的人

口增长，就意味着美国保有的人口优势将告终。”

对于人口困境，美国不是个例。韩国堪称人口锐

减的典型，今年2月韩国统计厅发布的初步数据显

示，2020年韩国人口自然减少大约3.3万人。这是有

相关统计以来，韩国一年内的出生人口首次少于死

亡人口。

疫情或许加剧了这一困境。以欧盟中生育率最高

的国家法国为例，在9个月的“封锁”后，今年1月该国

出生的婴儿数量暴跌至53900人，同比下降了13%，创

下1975年以来最大降幅。2020年全年，法国的出生人

数降至735000人，创下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

出生率、移民俱减

对于美国的人口问题，不少人归因于2008年金

融危机。研究人员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后深层次、

长达一年的经济滑坡导致了经济放缓，出生率降低。

但是罗恩指出，此次不同之处在于，上次的人口

出生率在危机结束后开始上升。但这次在2008年金

融危机后，下降趋势至今未有改变。

除了出生率，移民人数减少是另一重要原因。有

分析认为，促使人口增速放缓的原因是移民减少，尤

其是墨西哥移民。多年以来，墨西哥一直是美国最大

的移民来源国，但随着墨西哥经济不断改善及本国

生育率降低等因素的出现，移民潮出现了变化。

另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收紧的移民政策也对

人口变化产生相当大影响。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一直

大幅削减合法移民，并完全停止非法移民。

移民问题不只困扰美国，据美国健康指标与评

估研究所预计，到2100年，若没有放开自由移民政

策，预计有183个国家将不足以维持现有人口，有23

个国家的总人口将比现在减少一半左右。这些国家

包括日本、韩国、意大利、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泰

国。还有34个国家预计人口将减少20%-50%。

人口统计学家分析，现在的数据意味着美国可

能正在进入人口增长大幅下降的时代。这将使美国

与欧洲和东亚国家一样，即将面对由于人口迅速老

龄化而带来的长期挑战。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

力增长放缓、社会整体养老负担加重等。

国会席位生变

虽然人口增速下滑的长远冲击暂未显现，但对

于政治席位的直接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美国国

会众议院中各州席位数与人口数目直接相关，因此

美国每次人口普查后，会根据结果重新划分选区等。

此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

州、北卡罗来纳州等人口呈上升趋势，而加利福尼亚

州、纽约州等则呈下降趋势。随着人口比例发生变

化，美国十几个州在国会众议院拥有的席位数目将

有所增减，或将影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力

量对比。以人口最多的加州为例，这次人口普查结果

让加州出现170年来首次国会席位减少。

美联社报道称，该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人口正在

从传统意义上民主党控制的蓝州向共和党控制的红

州流动。该趋势虽然增加了红州的人口数，但来自蓝

州新移民数量的增加也可能使红州翻蓝。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此次调整后，整体而言共和党的政

治影响力将有小幅提升。

对于人口下降趋势是否会继续，刘卫东表示还

不好说，因为出生率和移民都有变动。受疫情影响，

美国在接下来一个统计阶段的出生率应该还会下

降，且这个影响还不知道将持续到什么时候。

不过在移民方面，刘卫东认为，随着拜登的政策

出台，这部分人的迁入应该是会上升的，但效果也有

限。对于开放移民，主要是要跟特朗普有所不同。首

先要取消对于7个穆斯林国家的入境限制，然后对于

一些有能力、高学历的人士继续要开放；对于非法移

民，他可能要采取一些更温和的措施。

拜登在上任时公布的移民法案规定，自2021年1

月1日起，凡是满足基本要求的在美非法居留的移

民，都可以在五年后获得临时合法居留身份以及申

请“绿卡”资格，再过三年，即可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拿到“绿卡”。

但刘卫东也提到，这不是拜登能决定的，国会肯

定会有一些辩论，但拜登政策导向是很明显的，就是

尽量让非法移民转正，而这些举措的成本以及具体方

法，都还需要协调。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

涨价潮

意料之中，新一周美股开盘后，消费品成

了领跌者。截至周一美股收盘时，道指跌61

点，其成分股中，宝洁跌2%，可口可乐、沃尔

玛、家得宝、麦当劳跌超1%。

股价下跌的背后，是消费品正在悄然涨

价。以可口可乐为例，上周，可口可乐公司

CEO詹姆斯·昆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原

材料价格上涨，该公司打算提高产品售价。虽

然靴子还未落地，但仍引发了一片恐慌，毕竟

可口可乐上次涨价还是在3年前。

发出涨价预警的不只是可口可乐，日化

巨头宝洁也随后表示，将从今年9月开始提高

婴儿产品、成人纸尿裤和女性护理用品的价

格，涨幅为5%-9%不等。在宝洁和可口可乐

之前，纸制品制造商金佰利表示将从6月底开

始提高旗下纸巾产品的价格。

另外，包括荷美尔食品、斯味可等在内的

几家食品生产商最近也宣布了涨价，前者的

理由是为应对谷物价格上涨，后者则是由于

运输成本更高以及其他通货膨胀压力。

涨价潮不是偶然，消费品涨价只是最后

一环。美银美国股票和量化策略主管Savita

Subramanian表示：“通货膨胀无疑是本财季

最重要的话题。原材料、运输、劳动力等被认

为是通货膨胀的主要驱动因素，许多公司准

备（或者已经）通过提高价格来转嫁其成本的

上涨。”

近期以来，大宗商品、农作物已经攀升至

价格高位。周一，玉米期货价格创7年来新高，

上涨25美分触及涨停，至每蒲式耳6.575美

元；小麦价格则一度上涨4.7%，至每蒲式耳

7.46美元，为2013年以来高位；大豆一度上涨

1.9%，至每蒲式耳15.44美元，为2013年6月5

日以来高位。

这一趋势在上周已经显而易见。上周，农

作物期货全线飙涨，追踪主要九种农产品价

格的彭博农产品现货指数创下了近9年来的

最大涨幅，也创下了2013年以来新高。若拉长

时间线，玉米价格在过去一年翻了一番，大豆

和小麦价格分别上涨了约80%和30%。荷兰

合作银行、Mintec和汇丰等机构在内的分析

师预计，农产品价格还将进一步走高。

食品通胀

“国际食品价格背后似乎有某种看涨力

量。种种迹象表明，几乎没有理由相信价格会

维持在目前的水平，很可能将会进一步上涨。

更大的困难还在前方。”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

经济学家AbdolrezaAbbassian坦言。

对食品通胀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毕竟

除了农作物，大宗商品作为消费品的重要原

材料，也正经历着涨价潮。以铜为例，截至北

京时间26日22时，伦铜最高涨至9765美元/

吨，沪铜最高涨至71500元/吨，携手创出2011

年以来新高。铁矿石则在上周涨了4.1%，收于

185.1美元/吨，仅略低于周初创下的10年高

点187.5美元/吨。

美国食品行业分析师菲尔·特德斯科说，

众多因素导致成本的上涨，其中包括农民的

成本上涨，生产快速消费产品的工厂的成本

上涨，以及加工肉类的肉品加工厂的成本上

涨，例如港口过分拥挤，卡车司机短缺，以及

食品工人必须保持社交距离等，这导致企业

难以跟上需求，需从全球各地输入产品，无论

是谷物，还是意大利奶酪。

在诸多因素的加成之下，通胀问题若隐

若现。美国劳工部4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受经济稳步复苏和油价大幅攀升等多重因素

提振，美国3月CPI同比上升2.6%，创下2018

年秋季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美联储2%左右

的通胀目标。

而放眼全球，根据联合国的一项调查，全

球食品价格已连续10个月飙升，这是十多年

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上涨。

已经有国家开始应对食品价格上涨了。

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俄罗斯已

下令冻结部分食品零售价格，并采取措施限

制出口，如6月2日起将对小麦实行永久性出

口关税；与俄罗斯类似，阿根廷商务部长近期

表示，正考虑上调谷物出口关税；而巴西则已

经暂停在年底之前征收大豆、玉米、豆粕和豆

油的进口关税。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

员王军看来，虽然玉米、大豆等在内的个别农

产品有价格的波动，但是整体而言，主粮价格

还是比较稳定的。另外，从当下的情况来看，

终端物价也保持着较稳定的状态。

但王军也提到，国际上主要是工业品、原

材料，包括金属、能源等涨价比较明显，再加

上各国为了对抗疫情而采取超常规的极度的

货币宽松政策，道指全球通胀预期确实在升

温，所以大家会有一些担忧。

加息预期

通胀隐忧的根源在于宽松的财政和货币

政策。在去年疫情的席卷之下，全球从生产到

消费端均遭受了猛烈的冲击，为此，各国在货

币政策上都采取了类似的“大放水”。

以美国为例，去年4月出台了2.2万亿美元

的财政刺激计划，年底又追加了9000亿美元。

今年，拜登政府又推出了1.9万亿美元刺激法

案。5万亿美元投向市场，再加上美联储的量

宽措施，流动性史无前例。

在需求没有恢复时，通胀的压力或许并

不会显著体现出来。而如今，伴随着全球疫苗

接种的铺开，经济的好转，需求开始上升，物

价便在流入消费市场的现金中上涨了。在此

背景下，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结束宽松的猜测

声也此起彼伏。

新兴市场已经不淡定了，毕竟在全球“大放

水”之下，资金流出带来的压力已经显而易见。

今年2月，巴西的通胀率达到了4.6%左右，阿根

廷和土耳其则分别飙升至8%和15%左右。

于是，新兴市场国家率先行动，将货币政

策的方向及时转弯。当地时间4月23日，俄罗

斯央行在董事会会议后发布的一份声明显

示，俄央行2021年内再次加息———将关键利

率从目前的4.5%提高至5%。在此之前，巴西

已经将基准利率从2%上调至2.75%，这是自

2015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

如今，加拿大感受到了危机，加拿大央行

将资产购买计划规模下调至每周30亿加元，

此前为每周40亿加元。其次该央行对加息时

间的预期，从2023年提前到2022年下半年。

不过，王军坦言，虽然个别经济体有收紧

和加息的举措，但一些主流经济体还没有转

向的打算，包括欧美等，整体还是处于为了恢

复经济增长、促进更强劲的就业采取超常规

的货币政策的阶段，所以年内的通胀预期还

会升温。

的确，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眼中，在3月

FOMC议息会议上，他曾表示，通胀问题并非

美联储担忧的重点，“将容忍通胀上升，重点放

在就业最大化上”。而在4月初，鲍威尔再次强

调，美联储现在的目标是通胀适度高于2%。目

前并未预计到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高通胀重

演，但如果是真的，美联储有工具应对。

对此，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政治经济

学教授詹姆斯·加尔布莱斯认为，美国可能不

会出现严重通胀，而且通胀可能会保持在美

联储想要的2%范围内———美联储这个想法

背后的理念是，让经济运行得更热一点，让通

胀攀升得更高一点，将鼓励一个强劲的就业

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当地时间26日，法国的幼儿园和小学重新开放，迈出了解除限制

措施的第一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巴黎大区塞纳-马恩省莫伦的保

罗·塞尚小学，期间宣布法国将从5月开始分四个阶段重新开放。

法国卫生部数据显示，法国26日新冠累计确诊病例突破550万

例，累计死亡病例超10.3万例。法国新冠重症患者达6001人，这是去

年4月以来法国重症患者再度突破6000人的关口。

马克龙26日在塞纳-马恩省视察时表示，官方计划分四阶段实

施“解封”。根据该计划，5月3日将解除民众出行限制；5月中旬重新

开放部分商店和文化场所；5月底或6月初在新冠发病率低的地区重

新开放餐馆；6月中旬计划重新开放体育运动场所。

马克龙同时表示，未来不可能实现新冠病毒“零感染”，必须继

续采取适当防控措施来抵御新冠病毒，如在暑假期间加快新冠疫苗

接种。他呼吁法国民众在“未来数周或数月”内继续保持小心谨慎。

目前，全法范围内从晚19点到早晨6点实施宵禁。马克龙透露，

政府正在考虑推迟宵禁开始时间，19点对于现在来说“有点早”。但

他未说明更改宵禁规定的日期。

法国BFM电视台报道称，马克龙很可能在5月5日前发表讲话，

公布“解封”具体时间表。

法国雇主协会方面表示，希望“生活非必需”商店能够从5月10

日起恢复营业。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回应说，这些商店恢复

营业的时间还需进一步协调，以防止病毒重新活跃传播。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法国迈出“解封”第一步

·图片新闻·

26日，在法国南部昂蒂布的一所小学，孩子们到校上课。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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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央行宣布超预期上调基

准贷款利率75个基点至

2.75%�（预期50个基点）

3月17日

土耳其央行宣布超预期上调

关键利率200个基点至

19%（预期上调至18%）

3月18日

俄罗斯央行超预

期加息25个基

点至4.5%

3月19日

加拿大央行把每周国债购买规模从40

亿加元下调至30亿加元， 预期加息

时间则从2023年提前到2022年下半年

4月21日

俄罗斯央行意外将关键利率

大幅上调55个基点至5%，

超出预期4.75%

4月23日近期加息/缩减购债的国家 荩

2020年 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