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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罕见冬季风暴的美国南
部得克萨斯州 20 日气温开始回
升，但当地食品和饮用水供应依
然紧张。此外，部分生活必需品
和电价也出现暴涨。

根据监测全美电力供应的网
站显示，截至20日下午，得州全境
有超过5.4万户处于停电中，与19
日相比大幅下降，但全州仍有超
过15万民众家中断水或自来水的
水质异常，全州近半数居民需要
将自来水烧开至少两分钟方能饮
用。得州环境质量署官员说，供
水情况还在改善中。

得州的食品供应20日也仍未
恢复正常。大型超市内的即食食
品被抢购一空，肉蛋奶和蔬菜水
果等商品库存明显不足，多数超
市还对桶装水进行限量销售。

在 20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得州官员说，该州已经订购了
1000 万瓶瓶装水和超过 500 万份
即食食品，会向全州有需要的人
群发放。另外，全州331个御寒中
心仍在开放中。在休斯敦、达拉
斯等得州大城市，连日来多个组
织在各地向民众免费发放瓶装水
和食物。

当得州居民仍在为食品和饮
用水发愁时，一些家庭却惊讶地
发现他们收到了天价电费账单。
一位得州北部居民告诉福克斯新
闻，他是网迪能源公司的用户，在
冬季风暴期间尽管全家都尽可能
地节约用电，可5天下来的电费开
销竟然高达 1.7 万美元。另一位
休斯敦居民则表示，她过去一周
的电费账单为5500美元。

网迪能源公司实施的是实时

浮动电价。冬季风暴来临前，该
公司曾建议用户转投其他电力供
应商，以避免产生过高电费，但很
多用户发现其余供应商当时已经
不再接受新客户，或者需要数日
才能完成手续。

除了天价电费外，得州人近
日还明显感受到酒店、汽油甚至
瓶装水价格的上涨。20日得州大
城市的汽油价格较冬季风暴来临
前上涨了一到两成。另有报道
说，有一些不良商家将成箱的瓶
装水拆分，按瓶售卖，每瓶价格为
原价的两到三倍。

有官员表示，一些不良商家
将此次自然灾害当作牟取暴利的
机会。休斯敦17日开通了价格举
报系统，在前 20 个小时内就接到
450宗投诉。

根据得州法律，在灾害状态期
间随意抬高食品、药品、汽油等必
需品价格属于违法行为。政府呼
吁市民继续举报哄抬物价现象。

此次罕见寒流已直接或间接
造成数十人死亡。专家预计，随
着时间推移，相关死亡人数还会
继续上升。

此外，极端天气还导致得州
新冠疫苗供应和接种工作出现大
规模延迟。由于积雪结冰导致疫
苗运输中断，众多疫苗接种中心
被迫关闭，一些已经预约的接种
不得不取消。卫生部门说，至少
要等到路况改善后，接种工作才
能恢复。

目前，美国政府已宣布得州
部分地区进入“重大灾害状态”，
联邦政府的救援人员和物资正在
陆续到位。 （据新华社）

美国得州食品和饮用水供应吃紧
部分商品价格飞涨

遭遇罕见冬季风暴的美国南
部得克萨斯州21日水电供应逐步
恢复正常。针对居民反映的天价
电费账单问题，得州管理部门下令
暂时禁止供应商向用户寄出账单。

监测全美电力供应的网站显
示，截至当地时间 21 日晚，得州
全境停电数下降至约1.9万户，供
水状况也在不断改善。

得州公用事业委员会21日下
令，暂停供应商对未按时支付水电

费的居民停水停电；在管理部门找
到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前，禁止供
应商向用户寄送电费账单。

委员会在颁布这两项命令
前，得州州长阿伯特与州议员召
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天价账单问
题。阿伯特在 21 日举行的记者
会上说，解决天价账单问题是“当
前得州立法机构要处理的首要事
项”。得州议会将尽快开会讨论
这一问题。 （据新华社）

暂停向用户寄送电费账单

上半年全球通胀风险有限

◀2 月 20
日，在美国得
克萨斯州普莱
诺，市民领取
饮用水

近来，国际金融市场上对通货
膨胀的关注再度升温。与此同时，
通胀预期也对比特币等数字货币
的暴涨起到助推作用。当前美日
欧等全球主要经济体实质性通胀
并不明显，上半年物价水平全面快
速上涨的风险仍较为有限，但对货
币超发等引致的潜在风险仍需未
雨绸缪。

从主要经济体经济数据来
看 ，1 月 美 国 消 费 者 价 格 指 数
（CPI）连续第 8 个月维持增长，同
比增幅为 1.4%，核心 CPI 同比增
长 1.4%，均低于央行目标；1 月日
本核心 CPI 同比下跌 0.6%，连续 6
个月同比下降；欧元区 1 月核心
CPI 年率初值跃升至五年来的最
高水平，但也仅为 0.9，而长期通
胀 预 期 市 场 指 标 跌 至 1.30% 以

下。除了美国离央行通胀目标
2%较近，最需要加以关注外，实
体经济并未出现实质性通胀，日
本还存在通缩问题。

疫情发生以来，各国纷纷注
入大量资金，但主要是救助失业
人群，防范企业因经济停转而破
产，及维持金融市场稳定。从目
前经济复苏步伐来看，由于大部
分经济体出现了第二波疫情，全
球经济未能实现早先预期的 V 型
复苏。由于疫苗接种和各国刺激
政策的支持，经济再次触底风险
减小，但对美国经济开始复苏最
乐观的预期也要到今年二季度，
目前美国存在较大产出缺口，欧
元区还陷于双底之中。在巨额刺
激措施中，虽然有一部分资金将
用于投资，但尚未完全到位，而且

有相当部分资金将用于结构转
型，再加上政策时滞的影响，因
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因投资过度
带来经济过热通胀严峻的情况暂
时不会出现。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
济体先后实施了超宽松货币政策，
除了将利率下调至历史低位，还实
施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信贷
对实体经济的投放。目前看来，就
业是美日欧面临的重大挑战，而薪
资水平始终难以上涨，如果超发货
币最终未进入商品领域，未必引发
严重的通胀。

自去年起，国际油价连涨拉动
了美国 CPI 数据小幅回升，但油价
连涨原因较多，需求端的实际压力
并不大，主要是价格修复性上涨和
对经济复苏的乐观预期衍生出需

求快速回升的预期。一旦疫情缓
解，真实需求上升，欧佩克等产油
国按照其每月调整产油量的频率
来看，完全能按照市场需求来逐步
缩小减产幅度，油价上涨对物价上
涨的持续拉动力有限。

除原油外，当前全球大宗商品
市场价格出现报复性上扬，一方面
是由于供应受限，另一方面也是对
经济复苏预期所致，这在一定程度
上会提高生产成本，但全球经济修
复需要一定时间，疫情缓解有助于
供给增加，且生产成本的上涨如果
没有需求的支持，对消费价格的传
导可能有限。

在物价指数上，各国存在明显
分化，这种情况未来一段时间内仍
会持续，不具备发生全球同步通胀
的基础。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局部

地区物价的上行，比如美国有可能
出现越过2%的轻微通胀，但通胀程
度恐不至于影响经济增长。从这
个意义上来讲，短期内加大抗疫和
经济刺激力度，使经济快速复苏，
对于应对可能出现的通胀局面是
必须的。

综上所述，今年上半年美日欧
等主要经济体通货膨胀无论从范
围或程度上来看，影响都将较为有
限。我国由于受春节错月因素影
响，物价出现下滑，但仍需未雨绸
缪，防范输入性通胀。此外，实体
经济部分的通胀压力虽然目前看
来有限，但大量流动性进入虚拟经
济领域，不但使政策有效性大打折
扣，也加剧了资产估值的泡沫压
力，加大了金融风险。

（据《经济参考报》）

据商务部21日消息，《亚洲及
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
协定》21 日正式生效，这是联合国
框架下跨境无纸贸易领域的首个
多边协定，将方便亚太各成员的商
品更便利进入彼此市场。

这一协定由联合国亚洲及太
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倡导发起，于
2015 年 4 月启动谈判，2016 年 5 月
完成。先后有中国、俄罗斯、韩国、
印度和印尼等近30个亚太经社会
成员加入。目前，协定已对中国、
菲律宾、孟加拉国等5个已完成国
内核准的创始缔约方开始生效。

协定要求，各方要努力为跨境
无纸贸易确立国家政策框架，利用
现有或创建新的跨境无纸贸易系
统，实现电子形式贸易数据和文件
的交换，特别是鼓励各方加快推动

“单一窗口”系统建设并将其用于
跨境无纸贸易。

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表示，协
定将进一步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为亚太各成员提供更加广
阔和便利的市场机会。同时，也有
助于我国商品更加便利地进入亚
太其他成员市场，并进一步提升我
贸易便利化水平。

这位负责人表示，由于成员均
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实现
跨境无纸贸易将大大促进亚太贸
易领域互联互通。在全球抗击疫
情的关键时期，也向国际社会发出
各成员合作应对疫情挑战、支持多
边贸易体制的信号。

目前，中方通过在全国开展通
关作业无纸化改革试点，已承认电
子数据和纸质单证具有相同法律
效力。下一步，各方将进一步制定
全面的行动计划以推动协定实施，
包括具体措施和时间表等。

（据新华社）

联合国框架下跨境无纸贸易
首个多边协定正式生效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国际油
价波动的冲击，俄罗斯政府去年 9
月推出了包含约500项措施的经济
复苏计划，内容涵盖投资、数字技
术、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近期多项指标显示，俄经济正成功
克服疫情负面影响。专家认为，这
表明俄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积极有
效，显示出俄经济在面临外部冲击
时具有稳定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近
期发布的报告中称，2021年俄罗斯
经济增长将达到 3%，2022 年将达
到 3.9%。与此同时，标准普尔、惠
誉等国际评级机构也相继对俄罗
斯经济做出展望稳定的评级。

复苏措施及时有力

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初步评
估，2020年俄国内生产总值（GDP）
下滑 3.1%。这一数据大大好于此
前俄政府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我
们相信，俄罗斯很好地应对了疫情
带来的挑战。”俄罗斯直接投资基
金总裁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表
示，面对疫情冲击，俄罗斯经济保
持了基本面稳定。

世界银行俄罗斯问题首席经
济学家艾普瓦·桑吉在接受俄媒体
采访时指出，俄罗斯经济在2020年
的表现要好于世行较早时候的预
测。桑吉分析认为：“这主要得益
于金融、农业、电信和公共行政几
个关键经济行业的良好表现。此
外，‘欧佩克+’达成新协议的消息
稳定了国际石油价格。”

2020年，在疫情及全球能源需
求下滑的冲击下，俄罗斯消费不
振，服务业深受影响。为实现商业

活动正常化、提振民众就业和收
入，推动俄罗斯经济转型，俄政府
于 2020 年 9 月实施了国家经济复
苏计划，有效稳定了经济，保证了
民生和社会稳定。

国家经济复苏计划包含约500
项具体措施，包括增加投资活动、
发展数字技术、提高教育水平、快
速建设优质住房等。计划对于稳
定俄罗斯经济状况起到了积极作
用，居民收入避免了进一步下降。
目前俄政府正在执行计划的第二
阶段，内容包括采取措施恢复消费
需求、提高私人投资，进一步促进
经济复苏，降低失业率。

“和我们的预期相比，俄罗斯
经济更富动力和弹性，目前的状况
是积极向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专家雅克·米尼亚内表示，俄罗
斯采取了强有力的政策应对，果断
采取了一系列财政、货币和金融政
策。三种工具综合使用，对稳定经
济起到了重要作用。米尼亚内认
为，随着基础设施、商业环境等问
题得到改善，俄罗斯经济将实现更
快增长。

经济呈现诸多亮点

对装载无人驾驶导航系统的
船舶进行测试、无人驾驶卡车成功
完成道路试验、展示首个基于本国
软件的5G基站和用于下一代通信
的 6G 芯片……疫情防控期间，俄
罗斯新技术行业逆势增长，成为亮
点。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技术被广泛运用于众
多企业，部分行业生产效率提高了
25%—30%。”

俄罗斯的粮食和小麦产量达

到历史上第二高水平。据俄联邦
统计局初步数据，2020年粮食产量
较 2019 年增长 9.8%，达 1.33 亿吨，
小 麦 总 产 量 增 长 15.3％ ，达 到
8587.3万吨。此外，包括肉类和乳
制品在内的畜牧业生产大幅增长，
温室蔬菜生产保持良好增长势
头。农业领域的快速发展，保证了
俄食品的稳定供应，有效稳定了物
价水平。

俄经济发展部最新数据显示，
2021年1月俄罗斯消费复苏迹象明
显，非食品商品需求自去年4月以
来首次出现增长，消费额同比增长
0.9％。“宅经济”蓬勃发展，人们普
遍通过互联网订购食品、服装、日
用品和药品。俄罗斯电子商务企
业协会主席阿尔乔姆·索科洛夫介
绍，2020年俄罗斯电子商务市场增
长率达到30%。

俄罗斯工业贸易部部长杰尼
斯·曼图罗夫认为：“未来俄罗斯线
上经济有望保持每年两位数以上
的增速。借助电子商务，不仅俄罗
斯消费者可以购买到他们需要的
商品，俄罗斯产品也将更便捷地推
广至国外市场。”

索科洛夫表示：“在 2020 年第
二季度采取防控措施的两个月内，
物流行业新增了 4 万多个工作岗
位。”电子商务带动了俄罗斯物流
产业的发展，企业纷纷开始增加运
输车辆、扩展仓库面积、对IT系统
进行现代化改造。

“疫情是对俄罗斯经济能力的
一次考验。”曼图罗夫称，俄罗斯经
济从技术、资源、生产等环节整合
提高了抗风险能力。

（据《人民日报》）

俄罗斯经济复苏计划显成效
呈现诸多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