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联储内部对于今年降息几次有巨大分歧。 19 位官员中，有
10位预计今年至少会有三次降息，而另外 9位预测两次或更少。 后
9 位中，有 2 位预计美联储今年会一直按兵不动，还有一位“鹰王”
甚至认为到明年底都不会启动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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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袁源

“亚洲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当发达国

家退缩时，亚洲必须为自己的利益发声。 ”

博鳌亚洲论坛 2024 年年会期间， 博鳌亚洲论

坛理事长、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在接受《国

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全球治理挑战层出不穷的当下，国际社会如

何更好地应对挑战？ 信心与信任如何重塑？ 作为世

界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 亚洲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作为亚洲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国又要在应对全球

挑战中扮演何种角色？

本次年会期间，针对记者的上述问题，潘基文

给出详尽答复。 其中，“信任、团结、合作、多边主义、

自由贸易、全球化”几个关键词，是潘基文希望传递

给外界应对挑战的最佳解决方案。

全球挑战

当下 ， 世界之

变 、时代之变 、历史

之变正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展开。 在潘基

文看来，挑战比比皆

是 ， 许多是全球性

的。

“例如 ，日益严

重的气候危机 。 去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

热的一年 （自 1850
年以来）。 极端天气

正 在 夺 走 民 众 生

命，损害健康，给经济和社会造成沉重损失。 亚洲

地区有近一百万人丧生 ，其中一半死亡出现在孟

加拉国。 最不发达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损失了

高达 3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在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一些灾害可能会摧毁其全部 GDP。 ”潘基

文说。

潘基文还认为，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进展缓慢、停滞不前。 按照议程，计划在未来七

年内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确保健康的生活、优质

的教育、清洁的水、卫生设施和基本需求。 议程中有

17 个目标必须在 2030 年之前实现。 但令人遗憾的

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50%以上的具体目标取得的

进展不足，30%的目标已经停滞或倒退。如果目前的

趋势持续下去，到 2030 年，仍有 5.75 亿人生活在极

端贫困之中。

在潘基文看来，另一个重大挑战还在于，全球

复苏仍然不平衡且脆弱。 许多经济体尚未恢复到

“新冠大流行”前的水平。全球增长仍远低于 3.8%的

历史水平。 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但尚未达到央行

的舒适区和目标。 随着乌克兰和中东地缘政治冲突

的持续，能源价格可能再次飙升。 全球复苏并非一

帆风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

此外 ，国家之间缺乏团结 。 世界因不断扩大

的地缘政治裂痕而分裂 。 乌克兰冲突看不到结

束的迹象 ， 通过外交或谈判解决的途径未见曙

光 。 加沙现在正面临严重的人权危机和人道主

义灾难 。 红海紧张局势使全球贸易和供应面临

风险 。

面对诸多挑战，我们应该做什么？

潘基文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信任、团结、合作、

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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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降息分歧

从“博鳌智慧”看亚洲力量

休刊启事

经本报编委会研究决定，因

清明假期，2024 年 4 月 8 日 （星

期一）报纸休刊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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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派 ｜ Global News

“亚洲必须为自
己的利益发声”

———专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
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

◎ 记者 李曦子

“根据最近的数据，减少降息次数或进一步

推迟降息是适当的。 ”

在全球投资者对美联储降息翘首以盼之时，

3 月 27 日，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热门人选、美联

储理事沃勒在讲话中 4 次使用了“不急”这个词，

包括在他的演讲稿标题“仍不着急”（There’s Still

No Rush）中，放出鹰派信号。

作为美联储最为关注的通胀指标 ，北京时

间 3 月 29 日晚间 ， 美国 2 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价格指数发布。 美国 2 月 PCE 价格指数

环比上涨 0.3%，1 月环比数据被上修至 0.4%；

2 月同比上涨 2.5%，1 月为 2.4%。 剔除食物和

能源后的核心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升 2.8%，

环比上升 0.3%。

美联储的年度通胀目标为 2%， 然而， 核心

PCE 物价指数三年来从未低于该水平。

与此同时， 2 月消费者支出环比猛增 0.8%，

远高于 0.5%的预期， 可能表明通胀压力进一步

加大。 个人收入环比增长 0.3%，略低于 0.4%的

预期，较 1 月 1%的环比增长显著放缓。

这显然不是美联储希望看到的数字。

眼下， 由于美国通胀数据不能持续降温，美

联储官员对于何时降息产生分歧。

“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如果放松政策太多或

太快，可能会看到通胀卷土重来；如果放松政策

太晚，可能会对就业和人们的工作生活造成不必

要的伤害。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货币政策的风

险直言不讳。

通胀顽固

沃勒“放鹰”的原因在于近期一系列令他感

到“失望”的数据，包括 GDP、新增就业和通胀，这

些数据都高于预期。

首先看 GDP。 3 月 28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

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3 年第四季度，美国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 3.4%， 较此前公布的修正数据

上调了 0.2 个百分点。

有分析师表示，GDP 数据超预期上修显示出

美国经济仍在强劲增长， 预计今年一季度 GDP
将放缓至 2%的 “健康水平”， 长期可以维持在

1.8%的可持续增速水平。

此外，美国非农就业人口两度超预期，显示

劳动力市场十分强劲。

通胀方面 ， 美国 2 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环比增长 0.4%，符合市场预期，但高于前

一个月 0.3%的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为 3.2%，而

市场预期和 1 月份涨幅均为 3.1%。

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 2 月份核心 CPI 环比

增长 0.4%，与 1 月份涨幅一致，但高于市场预期

的 0.3%；该核心指数同比涨幅为 3.8%，高于市场

预期的 3.7%，但低于 1 月份的 3.9%。

3 月议息会议后公布的经济展望显示，美联

储预计今年 PCE 为 2.4%， 与去年 12 月持平 ；

2025 年的预期为 2.2%，12 月预期为 2.1%；2026
年和更长期预期均与 12 月的 2.0%持平。

2024 年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PCE
预期为 2.6%，12 月预计为 2.4%；2025 年和 2026
年的预期分别为 2.2%和 2.0%，均与 12 月预期持

平。

虽然核心 PCE 物价指数不包括能源价格，

但值得注意的是，汽油价格的上涨使第一季度的

通胀比预期更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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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袁源

春日的东屿岛， 天高海阔。 博鳌亚洲论坛

2024 年年会如期而至。

此次年会，是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首次举行

的全线下年会，与会嘉宾聚首南海之滨，共话各

方关切。

过去三年，全球经历疫情反复、俄乌冲突、能

源危机、 货币紧缩等从政治到经济的多重冲击。

进入“后疫情时代”，我们面对的全球格局已经发

生深远变化，新挑战涌现，不确定性增多，世界迫

切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从成立之初起，博鳌亚洲论坛就立足扩大交

流、区域合作、共御危机、共谋发展，每年设定关

切主题，集结博鳌智慧，给出博鳌方案。

今年的年会以“亚洲与世界：共同的挑战，共

同的责任”为主题，聚焦世界经济、科技创新、社

会发展、国际合作四大板块议题，从论坛到圆桌

会，再到对话会，各界人士各抒己见，发出了“团

结合作、共促发展”这一代表亚洲的重要呼声，达

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亚洲声音

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背景下，亚洲仍是世界

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动力源。

此次年会发布的《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

程 2024 年度报告》 称，2024 年亚洲经济增速有

望达 4.5%。

在应对全球挑战的进程中，亚洲各国如何更

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做好世界经济增长的

“火车头”，成为论坛与会政商嘉宾的讨论焦点。

开幕式上，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联合国第

八任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全球危机迫使我们同舟

共济。 我们面临共同的挑战，也应当共同承担责

任。 他呼吁，在座的亚洲及全球的领导者挺身而

出、言所当言、断而敢行，以言行创未来、不负民

众厚望。

多位来自亚洲国家的政要也在博鳌亚洲论

坛这一场合讲述本国的使命与期待。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亚洲正在引

领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各种经济数据都在预示

着亚洲的复兴，亚洲的经济成果彰显着本地区的

韧性、创新力和决心。 哈萨克斯坦期待从六个方

面与各国展开合作：建设一个基于公平和开放原

则的新的多边贸易体系， 振兴全球金融框架，确

保粮食安全，发展亚洲国家跨境运输，技术合作

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以及稀土开采等。

太平洋地区岛国瑙鲁今年首次参加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瑙鲁严重依赖国

际贸易和国际合作。为民生福祉，瑙鲁支持“架桥”

而不是“筑墙”，希望建设一个更加一体化、联系更

加紧密的世界。 气候变化对太平洋岛国的生存构

成了威胁。瑙鲁正采取高地倡议、更新能源路线图

等措施来应对这一挑战， 同时迫切需要相关的气

候融资。瑙鲁负责任地开发深海海底矿物，正在成

为绿色能源革命在这一领域的领导者。 瑙鲁期待

与中国及其他伙伴合作，在资源开采、法规建设以

及国际管理等方面取得进展。

斯里兰卡总理古纳瓦德纳表示， 气候变化、

能源转型等全球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共同努力。他

表示，为构建共同的未来，斯里兰卡希望在三大

领域与各国展开合作、制定具体目标、采取切实

行动：一是各种形式的旅游业，二是可再生能源

的发展，三是保障印度洋贸易通道。此外，斯里兰

卡提出了一些新的融资倡议以解决国内问题 。

“斯里兰卡期待与东亚地区、东非地区加强联系、

推动共同项目的建设”。

潘基文称 ，

作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 中国所

做的和将要做的

事情具有全球意

义。 中国的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对

亚洲和世界都大

有裨益。

>>> 下转 2版

9 版

金 融

公募基金去“明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