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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阿根廷中央银行发布市场调查报
告预测，该国 2022年通胀率将高达 95%。巴
西、墨西哥、智利等其他拉美国家近期公布的
通胀率也难言乐观。

今年以来，在美联储连续激进加息、乌克
兰危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等多重因素
影响下，拉美主要经济体本币汇率下跌，进口
成本增加，输入性通胀日益严重。

深陷通胀困扰

拉美经济体陷入高通胀困境已有一段时
间。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近
日发布报告显示，今年 6月，拉加地区平均通
胀率达到8.4%，约为该地区2005年至2019年
平均通胀率的两倍。报告指出，未来数年内，
拉加地区将面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加
大、就业岗位不足、投资下滑等多重挑战。

拉美主要经济体目前都面临通胀高企的
压力。彭博社称，9月初，智利的通胀率达到
30年来最高值。哥伦比亚的物价上涨速度则
攀升至 1999年以来最快。据《墨西哥新闻日
报》报道，墨西哥 8月通胀率跃升至 8.7%，为
近22年来最高。

据报道，不少拉美地区专家认为，美联储

货币政策激进调整，是拉美地区通胀攀升、资
本外流的重要原因。

美媒报道称，美国 8月通胀率高居不下，
这增强了市场对美联储采取激进加息策略的
预期。多家市场机构预测，美联储9月加息幅
度或将达到100个基点。为应对本币贬值、减
少资本外流、降低债务风险，巴西、阿根廷、智
利、墨西哥等国近期纷纷跟随甚至先于美联
储加息。为遏制居高不下的通胀，阿根廷央
行今年已进行8轮加息。

外溢效应明显

“目前，拉美地区深陷美联储加息的外溢
效应之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萍接受
采访时指出，拉美地区在 2021年曾呈现经济
复苏态势，如今美国激进加息，致使拉美经济
复苏再度受阻。

今年7月，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这
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四次加息。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大学国际金融副教授
夏华声认为，巴西在经济复苏方面取得一定
成果，但美联储鹰派政策将迫使巴西维持高
利率，不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长期以来，美国将拉美地区视为‘后花

园’，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保持对拉美的霸权
地位。”王萍分析称，拉美地区货币与美元高
度挂钩，美联储加息导致拉美多国本币大幅
贬值，推动物价快速上涨，居民生活水平下降
明显，贫困问题日益突出。随着美联储加息，
以美元计价的债务也成为拉美各国难以承受
的负担，政府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此外，拉
美石油进口量大，输入性通胀导致相关企业
运营成本剧增。

彭博社报道称，通胀高企正在侵蚀崛起
的中产阶级力量，加深拉美地区贫富鸿沟。
有证据表明，拉美中低收入家庭所受影响最
为严重，局部地区出现社会动荡。

仍有转圜余地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近
日发布报告显示，今年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经
济预期增长2.7%，远低于去年6.5%的增速。

王萍认为，未来拉美地区的经济稳定需
重点关注 3个因素：一是美国金融政策走向，
这将直接关系拉美国家的货币与债务问题；
二是俄乌冲突等国际局势变化；三是大宗商
品价格走势，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将有助于具
备资源优势的拉美国家纾解经济压力。

有担忧声音指出，20世纪 80年代前后，
美联储超预期加息叠加美国经济衰退，导
致拉美陷入“失去的十年”。如今，似曾相
识的通货膨胀及债务问题，是否可能让历
史重演？

对此，世界银行拉美事务副行长卡洛
斯·菲利佩·贾拉米洛撰文指出，拉美地区应
对外部冲击的准备远超 40年前。拉美主要
经济体内部结构历经调整，如今更富有弹
性。几十年来，背靠全球化市场，拉美本土
资本市场获得长足发展，也拥有了更多的风
险对冲机制。

据报道，巴西政府今年以来多措并举，以
抑制居民生活成本上升，包括削减水电和汽
油税收，实施针对穷人的 10亿美元现金援助
计划等。阿根廷政府也正全力稳定物价，并
对进口贸易严加管控。

“目前来看，拉美不会进入第二个‘失去
的十年’。”王萍说，尽管拉美经济发展存在不
确定因素，但远未降至上世纪的负增长水
平。“如果拉美能够妥善解决好内部问题，积
极改善政治生态环境，并与其他新兴市场扩
大合作，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其面临的
经济困局仍有转圜余地。”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新华社阿克拉9月16日电 加纳卫生部官员库
马-阿博阿杰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世界卫
生组织等机构的帮助和指导下，加纳举全国之力采取恰
当措施遏制了马尔堡病毒病疫情蔓延。

加纳卫生部 7月 17日宣布确认该国首次出现马尔
堡病毒病疫情。本次疫情共发现 3例阳性病例，其中 2
例死亡，1例已康复。

据世卫组织官网介绍，马尔堡病毒病是由马尔堡病
毒引发的一种严重病毒性出血热，平均病亡率约为
50%。马尔堡病毒与埃博拉病毒同属丝状病毒，通过肢
体接触、体液接触等方式传播。自1967年马尔堡病毒首
次发现以来，迄今尚无针对该病毒的疫苗和有效疗法获
批使用，但一些免疫疗法和药物正在开发中。

新华社联合国9月16日电 联合国大会 16
日经表决决定，允许乌克兰国家元首以预先录制
视频的方式在第 77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
本决定不对未来联大一般性辩论和高级别周其他
高级别会议构成先例。

乌克兰和其他50多个会员国提交决定草案，
以会员国领导人“因不可控制的原因”无法亲自出
席联大会议为理由，单独允许乌克兰国家元首以
预先录制视频的方式参会。

第 77届联大本月 1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
幕，这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联大首次举行全面回
归线下的会议。

9月16日，意大利中部塞尼加利亚，人们清理洪水
过后泥泞的街道。

意大利中部和北部9月15日和16日连降暴雨并
引发洪水，导致至少10人死亡、4人失踪。意大利救援

部门说，人员死亡和失踪主要发生在中部马尔凯大区
及周边地区。暴雨冲毁大量房屋，一些车辆也被冲
走。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些地区几个小时的降雨量相
当于平时半年的降雨量。 □新华社 发

联合国大会允许乌克兰国家元首
以录制视频方式参与一般性辩论

加纳宣布马尔堡病毒病疫情结束

意大利中北部暴雨成灾至少意大利中北部暴雨成灾至少1010人死亡人死亡

今年9月11日是美国“9·
11”恐怖袭击事件21周年纪念
日。“9·11”事件拉开了美国

“全球反恐”的大幕。
21年来，美国以“反恐”之

名发动的战争和军事行动，从
阿富汗扩展至伊拉克、巴基斯
坦、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
美国的“反恐行动”非但未给
这些国家带来和平，反而使其
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一场
场“反恐”行动越反越乱，给当
地留下一片狼藉。

在 2003 年发动的伊拉克
战争中，美国用“反恐战争”作
为烟幕，为其入侵辩护。美国
以武力手段颠覆了萨达姆政
权，造成该国政治、经济和社
会动荡，为恐怖主义势力扩张
提供了空间和条件，“伊斯兰
国”等极端组织趁势坐大，成
为危及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的
巨大挑战。

伊拉克大学法学院教授
纳吉布·朱布里一语中的，美
国打着“反恐”幌子，实际上却
制造了恐怖和混乱，其目的是
维护自身全球霸权。

美国以“反恐”为名、行霸
权干涉之实，给许多国家带来
了持续的动荡和苦难。

据美国《史密森学会杂
志》统计，2001年以来，美国以

“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开
展的军事行动足足覆盖了“这
个星球上约40%的国家”。美
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
究所“战争代价”项目数据显示，“9·
11”之后，美国发动的战争至少直接
造成近93万人丧生，更有数倍的人
死于战争造成的营养不良、基础设
施损坏、环境恶化等；在阿富汗、巴
基斯坦、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
3800万人流离失所。美国波士顿大
学政治学教授内塔·克劳福德指出，
死亡数字可能大大被低估。

去年 8 月，美军从阿富汗仓促
撤离，为其史上“最漫长战争”划上
句号。不过，美国总统拜登今年 8
月表示，美国将继续在阿富汗等地
展开“反恐行动”。近日，阿富汗临
时政府国防部发言人埃纳亚图拉表

示，美国虽然已经完成了撤
军，但在过去的一年中仍通
过空中侦查、对周边国家渗
透等手段对阿富汗进行军事
介入。

纪念“9·11”事件，美国
并没有真正反思自身问题。
英国媒体“中东之眼”发表
题为《“9·11”纪念日：当“永
不忘记”被用来为“无尽战
争”辩护》的评论文章指出，
在过去的 21 年中，美国政客
们不断通过纪念“9·11”事
件，来正当化没有尽头的“反
恐之战”。

美国所谓的“反恐”战争
损人不利己。“9·11”事件后，
美国军费进入增长轨道，联
邦政府陷入财政赤字，医疗、
教育、交通等民生领域预算
和经费持续受到挤压。这加
剧了美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
态势，同时进一步催化美国
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

21年来，美国社会分裂、
种族歧视以及枪支暴力等问
题愈演愈烈，助长了国内的
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导致
美国社会环境、政治环境、
安全环境严重恶化。冲击
国会山事件更是让美国从

“民主之巅”跌落，使其在全
球甚至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加
速下降。

近日，美国国土安全部
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

表示，自“9·11”事件以来，美国面临
的威胁，已经从对外国恐怖分子的
担忧转变为对国内极端主义的担
忧。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也表示，美
国国内恐怖主义“非常危险”，并使
国家“变得脆弱”。

美国独立组织公谊会国家立法
委员会军事和人权立法主任希瑟·
布兰登-史密斯的话，但愿美国政
客能听得进去：“继续以战争为基
础、军事优先的反恐方法永远不会
产生效果。”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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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扎”是西南部非洲国家安哥拉的法定
货币，名字取自境内最大河流、被称为安哥拉

“母亲河”的宽扎河。以河流命名货币，反映
出安哥拉人对水的重视。今天，哺育了一代
又一代安哥拉人的宽扎河，因为一群中国人
的到来再一次焕发出生机。

宽扎河水系庞大，支流众多，水能资源丰
富。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承建的安哥拉凯
凯水电站项目就坐落在宽扎河中段，距首都
罗安达约 230公里。这是中资企业在安哥拉
承建的最大水电站，被誉为“非洲三峡工
程”。项目于2017年8月开工，正在如火如荼
地施工中。

凯凯水电站项目经理陈永刚介绍，水电
站建成后可满足该国 40%以上供电需求，每
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约720万吨；发电收入
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资源开发项目，
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库区形成后，兼具调
峰防洪功能，将大幅改善水资源利用条件。

项目在建设高峰期将为当地提供6000多
个就业岗位，为安哥拉培训一批建设和管理
人才。在该项目担任高级管理员的当地员工
若泽说：“感谢中国企业传授了很多工程技
术，这对安哥拉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非洲水资源和降水分布极不均匀，加上
开发率低，不少水资源丰富的国家仍然“缺

水”严重，安哥拉就很有代表性：境内河流密
布，但数十年内战严重破坏当地基础设施；再
加上资金短缺、技术相对落后等因素，水资源
开发受到制约，阻碍当地经济发展。

十几年来，一批又一批中国企业带着“中
国经验”来到安哥拉，承建水电站、抗旱工程
和供水设施等项目。

今年4月，由中国电建市政集团承建的库
内内省抗旱工程第一、二标段项目正式落成
并投入使用。项目包括连接库内内河主干渠
道以及取水泵站、蓄水池等设施。

库内内省位于安哥拉南部，全年有 9个
月为旱季。当地村民奥古斯托永远不会忘
记 2018年的罕见干旱。“田地被太阳晒得龟
裂，渴死的牲畜随处可见，无数人被迫逃往
邻国。”

后来，当地民众等来了“救兵”。抗旱项

目将库内内河水通过开放式渠道引向下游干
旱地区，使曾经只能在雨季播种的耕地在旱
季也能得到灌溉。中国电建市政集团西南非
公司总经理赵勇说，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沿线
23.5万人口用水问题，为 5000公顷农田提供
灌溉。安哥拉政府还计划在渠道沿线修建大
型农场，发展农业生产。

如今，从取水口到沿线水渠两旁不时可
以看到大群牛羊，农作物茁壮成长，项目在旱
季的综合效益得到充分体现。第76届联合国
大会主席阿卜杜拉·沙希德5月到现场考察时
称赞道：“联合国会考虑把项目模式向世界其
他遭受干旱困扰的国家和地区推广。”

饮水安全一直是安哥拉一大难题，缺乏
清洁用水增加了罹患霍乱等传染病的风险。

“让当地人喝上放心水”，也是在安中国企业
关心的事情。

今年6月，作为卡宾达省最大民生工程的
供水项目竣工并投入使用。承建方中铁二十
局集团安哥拉国际公司的董事长朱启辉说，该
项目可全天候、不间断供应自来水，日供水能
力达5万立方米，覆盖卡宾达省92%的人口。

“以前去井边打水要走很远，非常麻
烦。”家住卡宾达省富蒂拉区域的阿德里亚
诺说，他所在的区域有 400多户居民，“饮水
难”是集体记忆。“如今，水管接到家门口。
感谢中国企业，让我们每天都能用上干净卫
生的自来水。”

“安哥拉不缺水，但水资源没有有效利
用。因为中国企业，情况正在改善。”在安哥
拉经济和计划部长马里奥·若昂看来，中国企
业带来了技术和经验，实实在在地改善当地
民生，助力可持续发展。

自 2002年非盟成立以来，中国与非盟携
手走过二十载。凯凯水电站、库内内省抗旱
工程、卡宾达供水项目不仅是中非友好合作
惠及民生的缩影，也是中非双方数十年来休
戚与共、并肩奋斗的真实写照。

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龚韬说：“中国和安哥
拉及其他非洲国家虽然在地理上相距遥远，
但始终是朋友，是兄弟。正如世人所知，有水
就有希望。让希望的泉水不断在中非友谊之
路上流淌！” □新华社记者 金正

多重因素阻碍复苏 通胀高企冲击经济

拉美会重陷“失去的十年”吗？

——中非友好合作惠及民生

“有水就有希望”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