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 却是
你们的麻烦。” 美国前财政部长
约翰·康纳利的傲慢言辞再次被
验证。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近日公
布的会议纪要显示， 美联储对当
前美国通胀形势感到担忧， 这意
味着联邦基金利率需更长时间维
持在当前水平以实现通胀目标。
为应对通胀 ， 美联储自2022年3
月至2023年7月连续11次加息 ，
累计加息幅度达525个基点。 此
后已连续六次在货币政策会议中
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美联储将利率保持在高位，
加之近年来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
张， 导致全球资金流向美国， 多
国货币承受压力， 可能给世界经
济带来严重后果。

维持高利率
美联储最新货币政策会议纪

要显示， 近期美国商品和服务价
格均显著上升， 在实现美联储设
定的2%长期通胀目标方面 “缺
乏进一步进展”。 美国通胀走势
面临若干上行风险， 尤其是地缘
政治因素可能导致物价继续攀

升， 给消费者、 特别是低收入群
体带来压力。

美联储官员认为， 当前联邦
基金利率水平足以抑制美国经济
活动并降低通胀， 未来通胀有望
回落到2%水平 ， 美联储或将继
续维持当前利率不变。

这是美联储连续第六次将
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至5.5%之间 。 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表示， 美国劳动力市场需
求依然强劲， 通胀超预期增长。
在此情况下， “推迟降息可能是
合适的”。

美联储官员在近期发表的一
系列讲话中， 重申将在一段时
间内维持高利率 ， 甚至有官员
称不排除再次加息的可能性 。
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接 下
来 的 两 次 会 议 上 仍 维 持 利 率
不变。

路透社24日报道说， 美元汇
率有望创下一个半月以来最大单
周涨幅， 包括日元在内的多种货
币将承压。

多国货币贬值
新冠疫情暴发后， 美联储于

2020年3月下调利率区间至接近
零， 并开始实施所谓 “无上限”
量化宽松， 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货
币 “大放水”。 2022年3月又 “急
转弯”， 开始激进加息以应对通
胀， 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负面外
溢效应， 多种非美货币经历了多
轮大幅贬值。

市场起初普遍认为美联储将
于今年降息， 但随着降息预期逐
渐减弱， 今年4月， 衡量美元对
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连创近
期新高。 美国 《纽约时报》 4月
底报道说 ， 在彭博社追踪的约
150种货币中， 有三分之二的货
币对美元走弱。

日元是受影响最明显的主要
货币之一。 日本央行在4月26日
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 ，
维持现行货币政策不变， 并没有
如外 界 预 期 的 那 样 实 施 量 化
紧 缩 。 消息公布后 ， 已连续走
低的日元再度 “跳水”， 东京外
汇市 场 日 元 对 美 元 汇 率 跌 破
158日元兑换1美元。 4月29日上
午， 海外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
率一度跌至160.24日元兑换1美
元， 刷新1990年4月以来最低纪

录。
日本媒体称， 财务省在那之

后疑似两次出手实施干预， 以防
日元在跌破160关口后出现心理
破防导致的崩溃性大跌。 但专家
认 为 ， 在 日 本 和 美 国 息 差 难
以 缩 小的情况下 ， 单方面干预
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5月23日，
截至纽约汇市尾市， 1美元兑换
156.90日元。

《韩民族日报》 认为， 1300
至1350韩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可
能成为 “新常态”。 此外， 印度
卢比 、 印尼盾 、 马来西亚林吉
特、 越南盾、 菲律宾比索等亚洲
货币均持续走出下行曲线。 印尼
央行上月将三项主要利率水平上
调25个基点， 以 “加强印尼盾汇
率稳定”。

“美元潮汐” 引动荡
不少分析人士表示， 近年来

美联储降息、 加息形成的 “美元
潮汐 ” 收割全球财富 、 转嫁危
机， 不断引发国际市场动荡。 美
联储大规模降息， 不仅推动通胀
飙升 ， 更通过超发美元进口商
品、 投资他国等方式输出资本，

收割全球财富； 激进加息又导致
全球流动性快速收紧、 多种货币
大幅贬值， 以美元计价借贷的国
家清偿债务压力骤增。

《纽约时报》 报道说， 今年
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都出现下
跌 ， 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大变
化， 或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后
果， 全球近90%的外汇交易都涉
及美元， 美元走强加剧了海外通
胀。

日本媒体和专家普遍认为，
日元贬值趋势恐将持续， 令日本
经济明显承压， 不利于日本走出
通缩， 同时给日本零售、 能源、
航空等行业带来压力， 加重依赖
进口原材料的企业负担。 韩国汉
阳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刘惠美
认为， 韩元贬值叠加国际油价大
幅上涨 ， 企业成本负担随之增
加， 韩国内需进一步停滞的可能
性增大。

不过 ， 彭博社一篇文章分
析， 大多数亚洲国家如今具备外
汇储备更稳固等有利条件， 能够
避免类似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
融危机的动荡重演。

据新华社

【国际】09新闻2024年 5月 27日·星期一│本版编辑康雪冬│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黄巍│E—mail:ldwbgh@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或拖累世界经济

巴勒斯坦总统府24日发表声
明， 对联合国国际法院当天发布
的 “临时措施” 表示欢迎。 声明
说， 以色列自认为可以凌驾于国
际 法 之 上 ， 并 在 美 国 盲 目 和
偏 颇 的支持下无需承担责任 。
声明呼吁国际社会施压以色列，
要求其执行国际法院判决， 尊重
并执行具有国际合法性和符合国
际法的决议。 哈马斯同日也发表

声明， 对国际法院的判决表示欢
迎。

阿盟秘书长盖特24日在一份
声明中说， “临时措施” 反映出
国际法院感受到以色列军队持续
袭击拉法所带来的严重危险。 盖
特表示， 以色列对拉法的持续袭
击是一种 “犯罪”， 必须立即停
止。

埃及外交部24日发表声明

说， 国际法院的判决符合加沙地
带 目 前 的 局 势 。 埃 及 敦 促 以
色 列 执行国际法院发布的 “临
时措施”， 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和
有 影 响 力 的 国 际 各 方 履 行 其
法 律 和人道主义责任 ， 采取果
断措施结束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
灾难， 促成有关方面达成全面停
火。

据新华社

国际法院要求以色列
停止在拉法军事行动三问

圣弗朗西斯科河全部位
于巴西境内。 河流在巴西东
北部巴伊亚州和伯南布哥州
的流经区域全年降雨量在400
毫米以下， 属于半干旱地区。
然而， 随着近年来灌溉技术
和其他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
这里已成为巴西最主要的水
果出口基地。

茹阿泽鲁地区农业生产
者工会主席若西瓦尔·巴尔博
萨一直生活在圣弗朗西斯科
河谷地区， 亲身见证了这些
年的变迁。

他告诉记者，以前当地非
常干旱，遇到大旱时不少牛都
死了。那时，当地主要种植大
豆、番茄、玉米、洋葱等维持生
计的作物。自上世纪70年代修
建索布拉迪纽水坝开始，情况
逐渐发生变化。“1978年左右，
我们开始利用灌溉技术种植
水果，现在这里很多农户都种
植芒果等水果，圣弗朗西斯科
河谷地区已经成为一个富庶
的地区。”

技术创新为这一地区大
量种植水果提供了有力支持。
巴西农牧业联合会国际关系
处长苏埃梅·莫里说， 巴西政
府和私营部门合作，在圣弗朗
西斯科河谷地区的国家农村
学徒服务中心专门设立了一
个水果种植中心，负责培训该
领域专业人员并辅导农户种
植水果、推广巴西农业研究所
的种子改良技术、指导农户用
手机或电脑应用程序来控制
灌溉水量和杀虫剂的使用，同
时协调巴西农业研究所和周
边大学技术人员到农场实地
指导， 让农户得以增产节能，
实现可持续发展。

譬如，滴灌技术相比之前
的喷洒灌溉更为节水，而且能
根据气候变化调节水量。拥有

拉美地区最大芒果打包装箱
车间的阿格罗丹是一家家族
企业， 其创始人保罗·丹塔斯
说， 滴灌技术大大节约了用
水，控制芒果树开花期实现了
全年产果，虫害监测技术则实
现了杀虫剂的“精准”喷洒。

巴西巴伊亚州农牧业联
合会主席温贝托·米兰达说，
通过调节开花时间， 圣弗朗
西斯科河谷地区种植的芒果
如今能够全年产果， 得以在
欧洲、 美国和亚洲市场没有
芒果的季节实现供货， 大大
拓展了这一地区的水果出口
目的地。

在大量出口水果的同时，
圣弗朗西斯科河谷地区的果
农也注重发展的多样性和可
持续性。 有的农场用生产葡
萄汁和果酱剩下的葡萄皮和
葡萄籽制作饲料喂养羊群 ，
有的农场与合作商一起投资
建设学校， 让更多当地孩子
接受良好教育。

得益于技术创新赋能 ，
从前半干旱的圣弗朗西斯科
河 谷 地 区 如 今 已 是 巴 西 的
“果盘子” 之一， 生活越来越
富庶。 据巴西全国农业联合
会介绍， 巴西是世界第三大
水果生产国， 每年收获超过
4000万吨水果 。 仅圣弗朗西
斯科河谷地区， 就出产巴西
全国 39%的芒果和 20%的葡
萄 。 2022年 ， 茹阿泽鲁和邻
近的彼得罗利纳两个市镇所
辖区域出产了近60万吨芒果
和近30万吨葡萄 ， 为这一地
区创造2.7万个就业岗位。

米兰达感叹 ， 以前很多
当地人纷纷去大城市打工 ，
如今更多人愿意回到家乡 ，
并用在大城市学到的知识共
同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

据新华社

技术创新赋能
巴西旱区变“果盘子”

联合国国际法院近日在荷兰海牙发布 “临时措施”， 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
拉法的军事行动。 国际法院今年1月曾发布 “临时措施”， 要求以色列立即采取
行动， 防止任何可能使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遭受种族灭绝的行为。 国际法院为
何再次发布 “临时措施”？ 将产生什么影响？ 巴以等各方有何回应？

根据国际法院院长纳瓦夫·
萨拉姆24日宣读的判决结果， 以
色列在拉法的军事行动给加沙地
带人道主义局势造成 “灾难性后
果”， 法院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
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国际法院还要求， 以色列必
须持续开放通往加沙地带的拉法
口岸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
阻， 允许联合国调查人员进入加

沙地带就种族灭绝指控进行调查
并保留相关证据。 国际法院同时
要求以色列必须在一个月内报告
执行上述要求的所有措施。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主要司法
机关。根据《国际法院规约》，联合
国国际法院在解决各国向其递交
的法律争端时， 有权在其认为必
要的情况下发布 “临时措施”，相
关判决具有约束力且不得上诉。

去年12月29日， 南非向国际
法院提起诉讼， 指控以色列在加
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 国际法院
今年1月26日发布 “临时措施”，
要求以色列立即采取行动， 防止
任何可能使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
遭受种族灭绝的行为。 5月10日，
南非敦促国际法院发布命令， 要
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拉法的军事
行动并撤军。

虽然执行判决是相关国家的
法律义务， 但联合国国际法院并
没有被赋予强制执行判决的能
力， 相关国家如果拒不执行， 国
际法院也没有办法强制其执行。
对以色列来说， 虽然国际法院没
有强制手段， 但拒不执行会使其
面临进一步的法律风险， 使其面
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外

交部24日发表联合声明， 回应国
际法院的判决。 声明称， 南非在
国际法院对以色列提出的种族灭
绝指控是 “虚假、 令人愤慨且在
道德上令人反感的”。

声明说， 去年10月7日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对以色列公民发动 “可怕袭击”
之后， 以色列开始了一场 “防御
性的正义战争”， 以消灭哈马斯

并确保释放被扣押人员。 “以色
列的行动基于其保卫领土和公民
的权利， 符合其道德价值观并遵
守国际法 ， 包括国际人道主义
法。”

声明还说， 以色列将继续保
持拉法口岸开放， 以便人道援助
物资从边境的埃及一侧进入加沙
地带， 并防止 “恐怖组织” 控制
该口岸。

判判决决情情况况如如何何

以色列作何回应

各方反应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