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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R

本版责编：于景浩 刘 刚 宋亦然

近 期 ，埃 及 主 权 基 金 与 9
个投资方签署了多个可再生能

源 合 作 协 议 ，总 额 达 830 亿 美

元，重点投资绿色氢能、绿色氨

等项目。埃及电力和可再生能

源部部长沙克尔表示，未来 10
年 内 ，埃 及 大 约 有 100 吉 瓦 可

再生能源将用于生产绿氢，将

成 为 埃 及 一 项 可 观 的 收 入 来

源，同时每年可减少 3700 万吨

碳排放。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埃及

资源禀赋优越。苏伊士地区太

阳辐射水平高，南部的平均风

速高达 12.86 米/秒。目前，埃

及宣布的近 80%绿氢项目位于

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这里是

连接欧洲、亚洲、非洲的全球物

流枢纽，有利于满足中东、欧盟

等市场需求。

近年来，埃及政府不断加

大对可再生能源领域政策、资

金 和 技 术 支 持 。 根 据 埃 及 政

府 2020 年年初发布的《2035 年

综 合 可 持 续 能 源 战 略》，到

2035 年，埃及可再生能源装机

容量将达到 61 吉瓦，其中包括

43 吉 瓦 太 阳 能 和 18 吉 瓦 风

能。 2022 年，埃及 20%的电力

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2035 年

这 一 比 例 将 提 高 至 42% 。 据

《今 日 埃 及 报》报 道 ，2021—

2022 财 政 年 度 埃 及 在 建 可 再

生 能 源 项 目 产 能 达 3570 兆

瓦 ，是 2020 年 同 期 的 两 倍 。

在 2022 年于埃及沙姆沙伊赫

举行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

会上，埃及宣布了低碳氢战略

纲要，提出要建设成为氢气生

产 中 心 、到 2040 年 获 得 全 球

5%市场份额的目标。

埃及政府制定一系列优惠

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开发和

投资。根据增值税法，可再生

能源的资本组成部分只需缴纳

5%的增值税，央行对从事可再

生能源项目的企业保障融资贷

款等。此外，在《可再生能源

法》等指导下，埃及引入多项相

关发展计划，包括竞争性投标、

上网电价、第三方独立主体参

与等。同时，埃及为外商投资

提供便利，促进可再生能源产

业本地化。

国际能源署此前预测，埃

及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生 产 能 力 在

未来 5 年将增长 68%。“中东经

济网”撰文指出，积极发展可

再生能源，有助于埃及实现能

源 结 构 多 样 化 、增 加 就 业 岗

位。沙克尔指出，埃及氢能产

业相关项目还将带来约 4.5 万

个直接就业机会和 23 万个间

接就业机会。

（本报开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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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惠灵顿 1月 11日电 （记者

卢怀谦、郭磊）新西兰国家水资源和大

气研究所 11 日发布的 2022 年年度气候

摘要显示，2022 年成为新西兰有记录

以来最热的年份，这种现象与拉尼娜事

件及海面温度变化有关。

这份年度气候摘要数据显示，2022
年新西兰全国平均气温为 13.76 摄氏

度 ，比 1981 年 至 2010 年 的 均 值 高 出

1.15 摄氏度，比此前最热年份 2021 年

高出 0.2 摄氏度。新西兰有记录以来最

热的 4 个年份都出现在 2016 年之后，这

与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相一致。

根据这份气候摘要，2022年还是新

西兰有记录以来潮湿程度排名第八的年

份，也是 2018年以来该国最潮湿的年份。

新西兰国家水资源和大气研究所

首席科学家克里斯·布兰多利诺 11 日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拉尼娜事件是新

西兰 2022 年天气模式的主要驱动因素

之一。此外，2022 年新西兰附近海面

温度每个月都高于平均水平，并导致一

年中大部分时间出现海洋热浪。

这 份 2022 年 年 度 气 候 摘 要 还 显

示，新西兰全年最高气温是 34.7 摄氏

度，于 1 月 3 日在北岛的卡拉皮罗湖测

得，全年最低气温是 7 月 17 日在南岛库

克山机场测得的零下 11.6 摄氏度。

2022年成为新西兰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

核心阅读

美联储连续激进加息，扰乱全
球金融市场秩序，给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
家带来巨大冲击。美国经济政策对
全球经济的负面外溢效应不断扩
大，进一步削弱世界经济复苏前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报告表示，受美国货

币政策收紧和能源危机等因素推动，美元走强正给许

多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严峻挑战。2022 年以来，美元兑

一篮子货币汇率上涨 8.4%，创 7 年来最大年度涨幅。

美联储大幅加息，导致一些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不少

国家被迫跟随美国加息步伐，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不

断增加。国际社会呼吁美国采取负责任的经济金融政

策，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发挥建设

性作用。

“很可能使美国经济脱
轨，引发轻度甚至严重衰退”

日前，美联储召开 2022 年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

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50 个基点到

4.25%至 4.5%之 间 ，达 到 2007 年 12 月 以 来 的 最 高 水

平。这是美联储去年 3 月以来连续第七次加息。美联

储持续激进加息的主要目的是应对国内持续高企的通

货膨胀。然而，经历多轮大幅加息后，美国通胀依然高

位运行。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尽管 2022 年 12 月美国

通胀率有所收窄，但同比涨幅仍然达到 6.5%。美国总

统拜登承认：“在 2023 年年底前，通胀可能不会回到正

常水平。”

美国不少分析人士担忧，大幅加息不但不能让美

国经济“软着陆”，反而会增加衰退风险。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近日接受美国

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联储继续实施紧缩政策，美国

经 济 在 2023 年 陷 入 衰 退 的 可 能 性 高 达 80% 甚 至 更

高。美国银行最新预测显示，美国经济可能从今年第

一季度开始衰退，全年经济增速恐将为负值。

在高通胀与高利率双重压力下，美国经济活动低

迷。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近日公布数据显示，

2022 年 11 月美国成屋销售量环比下降 7.7%，连续 10
个月出现下滑，较去年同期减少 35.4%。美国劳工部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 11 月美国失业人数约为 600
万。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认为，美国失业率将高于美

联储预期中值。

加息带来的借贷成本增加，给普通民众生活带来

多重打击。专家认为，紧缩政策将使许多美国家庭，特

别是中低收入家庭不得不面对收入下降与借贷成本上

升的双重困境。美国国内的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分裂

和政治极端化等问题也将随之加剧。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表示，随着美元走

强，国际能源价格将继续走高，这“很可能使美国经济

脱轨，引发轻度甚至严重衰退”。

“美国将自己面临的困境及
可能发生的危机转嫁给全世界”

美联储激进加息，引发一系列外溢效应，深度影

响世界经济。为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很多国家被迫

跟随加息。《纽约时报》文章表示，美联储加息造成多

国通胀迅速攀升，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增大全球经济

严重衰退的风险。美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伊桑·哈

里斯表示，“世界正陷入一场‘加息竞赛’”。世界银

行警告称，全球范围的“加息潮”将把世界经济推向

衰退，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一连串的金融危机

风险和“持久伤害”。

欧洲政策中心政策分析师菲利普·劳斯贝格认为，

美联储加息可能导致欧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美

欧利差扩大将继续推动投资者抛售欧元资产、增持美

元资产，进而导致欧元进一步贬值。日本西格玛资本

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田代秀敏表示，美联储加息直接导

致世界各国货币贬值、物价上涨。“通过加息，美国将自

己面临的困境及可能发生的危机转嫁给全世界。”

“美国激进加息导致新兴经济体输入型通胀高企，

拖累经济增长前景。”印度尼西亚曼迪里银行经济学家

登迪·拉姆达尼表示，包括印尼在内的许多新兴经济体

不得不以牺牲自身消费与投资增长为代价，被迫跟随

美国加息。

随着美元利率上升，大量资本回流美国，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加剧，陷入债务陷阱的风

险持续上升。摩根大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前 7
个月，已有 500 亿美元资金从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券市

场撤出。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指出，利率上升和全球经

济增长放缓，可能使一些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目前大约

60%的最不发达国家处于债务危机的高风险或已经处

于危机之中。牛津经济研究院新兴市场研究主管斯特

恩表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目前处于经济危机的临界

点，“美元如果进一步升值，将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

稻草”。

“美国应当采取负责任的经
济金融政策，维护国际金融稳定”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从美元的国际地位中获得了

“过度特权”，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拥有巨大的影响

力和调控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春海表

示，在当前世界经济放缓的背景下，美国等主要发达经

济体更应充分评估其政策行为的负面溢出，采取负责

任的经济政策，推动多边合作，履行其应有的国际义务

和责任，而不是只顾一己之私、以邻为壑。

美国《对话》杂志网站刊文警告称，美联储大幅加

息导致其他国家被迫面临通胀压力和货币贬值压力，

推高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而其他国家面临的风险

也必将反噬美国自身。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美

元升值给全球经济带来麻烦，美国应当采取负责任的

经济金融政策，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发挥建设性作用。”

南非智库种族关系研究所分析师加布里埃尔·克

劳斯表示，尽管美国财长耶伦承认发达国家的货币紧

缩可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美国至今也未采取任何负

责任的举措，“无论加息还是降息，美国都只考虑一己

私利”。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前景面临多重冲击，美国没有

表现出大国应有的担当，反而利用美元霸权对外输出

通胀，其密集加息行为引发国际市场动荡，经济结构相

对脆弱、深度依赖美元借贷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家

可能承受更严重的冲击。”尼日利亚国际关系专家查尔

斯·奥努纳伊朱说。他认为，美国推出相关决策时应充

分考虑其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对包括非洲国

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同时，发展中国家应推

动更完善和有效的双边、多边金融机制和贸易安排，努

力降低美联储货币政策对自身带来的影响。

分析人士认为—

“无论加息还是降息，美国都只考虑一己私利”
本报记者 宋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