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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午电 为应对通货

膨胀高企，加拿大中央银行13日

加息100个基点，基准利率因此升

至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此举令

加拿大成为本轮经济周期中首个

如此大幅加息的七国集团成员。

加拿大银行当天宣布上调利

率至2.5％，为24年来最大幅度

加息。该行同时说，今后仍需多

次加息。路透社援引经济分析师

的话预测，加拿大银行此后加息

幅度可能为75个基点。

加拿大银行行长蒂夫 ·麦克

勒姆说：“一次就决定加息100个

基点非常不同寻常，这反映出环

境非常不同寻常且特殊。”

加拿大通胀率5月达7.7％，

接近40年来高位。加拿大银行

说，加拿大未来几个月的通胀率

可能维持在8％左右，到2023年

底回落至大约3％，到2024年底

回到2％的政策目标水平。

加拿大银行13日还下调该

国经济增长预期，预测2022年将

增长3.5％，2023年增长1.75％，

2024年增长2.5％。“主要归咎于

高通胀，以及金融环境收紧对消

费和家庭支出的影响。”

加拿大央行宣布
加息100个基点

急于降低能源价格 欲劝沙特增产油气

任内首访中东 拜登难啃“硬骨头”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想实现“战略

抽身”之地，但他还是不得不来了。

当地时间13日，拜登飞抵以色

列中部城市特拉维夫，正式开启任

内为期4天的首次中东之行。巩固

美以关系、关注巴以问题、应对伊朗

核问题，是美国总统多年来中东之

行无法回避的老问题。但对拜登而

言，此行最为紧迫的问题还在别处。

石油，此刻成为贯穿美国内政

外交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线索。

机会成本不小
当拜登与以色列总理拉皮德的

手紧紧相握，并重申保护以色列安

全的承诺时，拜登的内心恐怕并不

如表情那般灿烂。

的确，确保以色列安全、巩固美

以联盟关系，在美国是不可动摇的

“政治正确”。因此，拜登启动重点

关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的美以战

略性高级别技术对话，推进建立区

域防空联盟，发布《耶路撒冷宣言》

声称确保以色列的军事优势，甚至

不惜宣称美国对伊朗“不排除将使

用武力”。这些无疑对华盛顿国会

山的大佬们有了交代，但对拜登而

言，这需要付出不小的机会成本。

一方面，巴以问题的核心地位

虽然有所下降，却仍牵动中东诸多

民族的情绪。拜登虽然口头上重拾

美国曾长期奉行的“两国方案”，但

巴勒斯坦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对只

说不做的拜登普遍不抱希望。

另一方面，伊朗核问题牵一发而

动全身，拜登虽想挽回伊核协议，却

坚持走“极限施压”的老路。对此，

伊朗总统莱希的回应清晰且坚定，

即“武力的语言”是不可能同伊朗人

民交谈的。何况，伊朗还手握“撒手

锏”——巨量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忧心油价高企
拜登飞抵以色列当天，美国劳

工部公布了一个不妙的数据——美

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

上涨9.1％，创近41年峰值。

能源价格的过快上涨是导致美

国通货膨胀继续恶化最主要的原因

之一。6月，美国能源价格同比大

幅攀升41.6％，涨幅继续加速，创下

1980年4月以来最大值。其中，汽

油价格同比上涨59.9％。

由于能源价格高企的溢出效

应，市场对美联储在7月货币政策

会议上再加息75个基点的预期不

断增强，但这又导致外界对美国经

济出现衰退的担忧日趋加剧。对于

志在赢得中期选举甚至下一个总统

任期的拜登而言，如何降低油价已

是目前的重中之重。

因此，尽管内心并不情愿，拜登

依然将沙特作为自己中东之行的收

官之站。事实上，如何与沙特重启

关系，并说服沙特增产油气资源，才

是拜登此访中东的最大看点。

但迄今为止，无论美国内外，都

少有专业机构和分析师看好拜登此

行。上台之初，拜登以沙特记者卡

舒吉被杀案狠狠羞辱过沙特，导致

两国关系骤然跌至谷底。今年3

月，拜登曾打电话向沙特求助，而沙

特方面拒接电话。

此外，沙特如今还有强有力的

外援——俄罗斯。沙特官员日前表

示，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密切，既没有通过开采更

多原油帮助美国的计划，也没有停

止与俄罗斯交往的计划。

面临俄方竞争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周也要到访

中东。按计划，普京将于19日访问

伊朗，并与伊朗总统莱希和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会

议。虽然名义上聚焦叙利亚问题，

但普京的议题当然不止于此。

受到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与全球

经济下行的压力，沙特近年来谋求缓

和地区紧张局势，恢复与伊朗的外交

关系。而同伊朗有着密切关系的俄

罗斯，自然成为沙特接近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为了稳定此前一

度走低的能源价格，沙特愈发重视

与俄罗斯的合作。面对西方持续的

增产压力，沙特坚决反对，并坚持生

产计划必须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

“欧佩克+”框架下进行协商。

事实已经很清楚，拜登要想延

续政治生命，就必须降低油价；要降

低油价，就必须在伊朗核问题、石油

增产等关键问题上得到俄罗斯的合

作。但问题是，普京有什么理由要

答应他呢？ 本报记者 杨一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