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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支招”拜登挑竞选搭档
    新华社上午电 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

拜登 22日说，他可能在几周内着手遴选竞选
搭档，已经与前总统奥巴马讨论潜在人选。

拜登过去几周在多州预选中取胜，成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领跑者”。他 15日

与党内竞争对手桑德斯参加电视直播辩论时
说，他将选一名女性副总统候选人搭档。

拜登 22日重申这一想法，说至少六七名

女性人选将接受背景审查，确保不出岔子。

“我必须相对早一些开始遴选进程，这意味着

会在几周内。”
拜登认定，竞选搭档必须在基本政治理

念方面与他志同道合，有能力在“意外发生”
后立即接替总统职位，“事实上，我和贝拉克

（奥巴马）讨论过这一点”。

针对疫情可能影响 11月总统选举的担
忧，拜登说，总统选举应当照常举行，“我们在

美国内战、一战和二战期间都举行了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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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无限”宽松 美股继续跌
IMF：全球经济今年将现衰退明年预计反弹

    新华社华盛顿 3月 23日电 美国联邦

储备委员会 23日宣布，继续购买美国国债
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支撑美国经济，不设

额度上限，相当于开放式的量化宽松政策。
但当天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仍然显著下跌。

美联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购买“必要
规模”的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

支持市场平稳运行和货币政策有效传导，并

将把机构商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纳入购买
范畴。美联储此次并未设定资产购买规模上

限，相当于开放式的量化宽松政策。

同时美联储宣布一系列新措施支持信
贷流动，特别是资金流向家庭和企业。这些

措施包括：建立总额 3000亿美元的融资项
目以加强雇主、消费者和企业的信贷流动，

美国财政部将通过外汇稳定基金提供 300

亿美元支持；设立两项流动性工具支持向大

型企业发放信贷；建立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

款工具，支持资金向消费者和企业流动。
但当天美国股市仍显著下跌。截至收

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582.05点，收
于 18591.93点，跌幅 3.04%。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指数下跌 67.52点，收于 2237.4点，
跌幅 2.9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8.84

点，收于 6860.67点，跌幅 0.27%。板块方面，
标普 500指数十一大板块十跌一涨。能源板

块、金融板块和房地产板块分别以 6.65%、
6.11%和 5.56%跌幅领跌，非必需消费品板

块上涨 0.35%。
自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美联储连续多

次出台货币宽松政策支撑美国经济，但依然

难以遏制美股连续下跌趋势。3月以来，美
股已四次触发熔断机制。

另据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

裁格奥尔基耶娃 23日说，2020年全球经济
将出现衰退，2021年预计将反弹。

格奥尔基耶娃当日与二十国集团财政

部长和央行行长举行电话会议后发表声明
说，受疫情影响，2020年将出现经济衰退，

但预计 2021年会复苏。当前最重要的是优
先实施防控措施并加强卫生体系建设，越快

控制住疫情，经济复苏就会越快越强。

美联储救市：救急不易救穷更难
货币政策仍需财政政策配合

    美联储出重招救市，美股仍不领情。分

析人士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工具已经用
到极致，但是“救急易救穷难”，要有效拉动

股市，仍将取决于美国政府能否出台强有
力、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明棋表示，美
国股市此次连续暴跌，本身不是因为经济坏

账造成流动性不足，究其原因还是疫情对实

体经济造成冲击。尤其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
主，依靠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但现在疫情迫

使民众减少外出、降低消费，市场对经济期

望越来越悲观。即使美联储推出史无前例的
“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短期内仍难消除市

场恐慌情绪。

美联储在转变角色，不再是最后贷款

人，而是最后的买家，试图支撑看似处于“自
由落体状态”的经济。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无限量”量化宽松

虽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还债压
力、降低市场流动性风险，但货币政策不能

阻止疫情蔓延，也难以修复工厂关闭或延误

生产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对总需求和实体经
济扩张的刺激效果有限。

徐明棋指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
才能支持经济复苏，正确的政策对抗击疫情

和减缓疫情对经济影响能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来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工具已经

用到极致。在财政政策方面，美国国会两党

仍在就政策细节讨价还价，导致参议院 22

日未能通过一项规模达 1.6万亿美元的紧急

援助方案。美国国会何时通过财政刺激政

策，以及刺激规模是否足以避免经济衰退，
仍存在不确定性。

徐明棋认为，美国经济面临的形势非常
严峻，今年经济负增长可以说已成定局。长

期来看，当疫情稳定，外部经济从震荡中恢
复平静后，美联储“无限量”间接印钞，必然

会导致美元贬值。

而美元超发实际是在向全球分摊经济
金融危机的成本。早在 2008年金融危机时

美国就曾通过大量印钞来将危机分摊给其
他国家，如今又准备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

代价，“无限量”拯救美国。一旦美元信用完
全丧失，国际社会将重新寻找一种货币取代

美元，美元霸权也就走到尽头。
本报记者 丁珏华

    量化宽松是一种非常规货

币政策，主要指中央银行在实行
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

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
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

流动性资金。量化宽松常被简化
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

从2008 年底至 2014 年 10

月， 美联储先后出台三轮量化
宽松政策，总共购买资产约 3.9

万亿美元。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美联储在 2008年 11月至 2010

年 3月执行的第一轮量化宽松
政策，为应对金融危机、挽救美

国金融体系和帮助美国经济走
出衰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但他们对后两轮量化宽松
政策的效果莫衷一是， 支持者

认为量化宽松通过改善金融状
况和降低融资成本促进了美国经济复苏，

避免了通缩风险；反对者则批评量化宽松
鼓励金融机构过度冒险、加大杠杆，催生

资产泡沫和通胀飙升风险，威胁金融稳定。

本月 15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

率目标区间下调 1 个百分点到 0%至
0.25%之间，同时启动 7000亿美元量化宽

松计划，为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此举意味

着重启“零利率+量化宽松”这一非常规货

币政策工具组合，使美联储自 2008年金融
危机后再次回到零利率时代。 欣华

美要韩出40亿美元驻军费
第七轮谈判仍未能达成共识

    新华社上午电 韩国外交人士 23 日暗

示，美国和韩国上周就驻韩美军费用分摊事
宜举行谈判，美国坚持要求韩国 2020年负担

约 40亿美元驻军费。
消息人士说，韩美上周谈判中，美国要求

韩国承担约 40亿美元驻韩美军基地开支的
提议“没变”。

美国与韩国 17日至 19日在美国洛杉矶

就《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举行第七轮谈判，
双方未能达成共识。美国最初要求韩国今年

承担约 50亿美元驻军费，是 2019年的 5倍
多，后来改口要价约 40亿美元。韩国认为这

一数字依然高得离谱，分摊额顶多比去年上
调大约 10%。

韩联社报道，在第七轮谈判中，韩国似乎
提出愿意将分摊额上调幅度再略作提高，但

美国没有同意这一提议。
为避免在疫情期间面对面交流，韩美双

方同意借助电话、邮件等工具继续保持对话。
消息人士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就分摊额度

达成一致”，因而不需要双方面对面交流，“尽

管有困难，不意味着双方已放弃本月达成协
议的努力”。

韩美未达成协议可能导致驻韩美军基地
的韩籍雇员领不到薪资。驻韩美军司令部已

多次警告，在旧协议失效、新协议未定的“空
窗期”，数千名韩籍雇员将不得不从 4月 1日

起“无薪休假”。

韩国建议另行谈判驻韩美军韩籍雇员的
工资问题，遭美国拒绝。韩国首席代表郑恩甫

21日说，美国担心那样做会进一步拖长驻军
费分摊完整协议的谈判时间。

美国自 1953年以来在韩国驻军，现有约
2.85万人。双方 1991年至今先后签署 10份

美军费用分摊协定，根据第 10份协定，韩国
2019 年分摊约 8.7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

8.2%。第 10份驻军费分摊协定 2019 年 12

月 31日到期，但双方没能在协议失效前达成

第 11份协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韩国是“富
裕国家”，要求大幅提高韩国分摊份额。

蓬佩奥访阿富汗挽救和平协议
    新华社喀布尔 3月 23日电 阿富汗总统

府 23日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秘密访问
喀布尔，并与阿富汗总统加尼举行会谈，双方

讨论了阿富汗和平进程、阿富汗安全和政治
局势等问题。

此次访问正值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组织
之间的和平谈判陷入僵局，且阿富汗陷入政

治动荡之际。加尼和竞选对手、前政府首席执

行官阿卜杜拉此前分别宣誓就任阿富汗总

统。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报道，蓬佩奥 23日还

将会见阿卜杜拉。
美国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 2月 29日在

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和平协议。按照协议，塔
利班将于 3月 10日开始与阿富汗各方代表

会谈，阿富汗政府将释放大约 5000名塔利班
在押人员。但阿富汗政府目前尚未释放塔利

班在押人员，要求塔利班遵守停火协议，并在

在押人员获释之前启动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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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冲击，美国股市牛市不再 图 GJ

新闻
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