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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激辩货币战 安倍激进宽松成靶子

德国指责日本操纵汇率刺激出口，日本推销“安倍经济学”为宽松辩护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最近充斥眼球的 “货币战”

已不是

2010

年新兴市场国家对发

达经济体印钞的反抗， 而是几个

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宽松竞赛。

在刚刚落幕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上，

非常规货币政策引发热议， 一些

政界和企业界领袖向日本政府明

目张胆的宽松政策发起攻击， 火

药味十足。

日本宽松，德国遭殃？

为帮助经济走出低迷并重回

增长轨道， 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

纷纷推出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

政策， 一些政界和企业界领袖纷

纷表达了对非常规货币政策可能

激发货币战争的担忧。

继德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之后，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加入论战， 对

日本试图让日元贬值以促进出口

的做法表达了担忧。 “看看现在

的日本， 不能说我一点都不担

忧。” 默克尔表示， “欧洲央行将

不会进行类似的货币政策操纵，

否则全球很多国家都会效仿。”

投资大师索罗斯在参加达沃

斯论坛期间也表示， 今后几个月

市场最大的危险就是货币战争，

日本转向了进一步量化宽松， 但

欧洲没有这么做， 从而导致欧元

升值， 德国经济或因此陷入衰退，

最后引发德国和日本、 欧洲和日

本之间发生矛盾。

瑞士联合银行总裁韦伯谈到

日本宽松货币政策时也表示， 这

些政策鼓励人们大肆消费， 是在

透支下一代人的财富。 与此同时，

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不少业内人士

都在谈论， 对于各国决策者来说，

是否应继续盲目推行各种措施来

支持经济复苏。

日本推销“安倍经济学”

面对各方的质疑， 日本副首相

麻生太郎表示， 日本宽松政策与操

纵汇率无关， 不能接受默克尔的批

评。 不过，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随后

与默克尔举行电话会谈， 就日本推

出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进行说明。

在安倍政府的持续压力下， 日

本央行日前宣布重大政策转向， 引

入

2%

的通胀目标， 并决定向美联

储看齐， 自

2014

年起实施无限量

宽松措施。 这是日本近年来最大

胆、 最疯狂的一次货币宽松政策。

日本新任经济大臣甘利明在达沃斯

一个分论坛上表示， 日本政府将近

期实施的各项经济措施称为 “安倍

经济学”， 包括财政监管， 税收措

施等等， 以此确保经济实现增长。

不过， 有分析人士表示， 过去

十几年日本也实施多轮量化宽松政

策， 但都难以见成效。 日本经济目

前面临的是结构性问题， 安倍对此

并没有提出任何有新意的观点， 只

是一味宽松。 由此可见， “安倍经

济学” 只是一种信仰， 而非现实。

股市“钱景”看好

尽管发达经济体实行的宽松政

策给全球经济带来潜在风险， 但量

化宽松还是给股市带来前进的动

力。 随着日本力推宽松， 日元持续

贬值， 日本股市震荡走高。 自去年

11

月以来， 日本股市日经

225

指

数累计上涨

22%

。 此外， 美国股市

标普

500

指数站上

1500

点上方，

为

2007

年

12

月以来的首次。

高盛首席执行官布兰科费恩表

示， 欧洲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 美

国的经济环境更加稳定， 股市仍有

很大的上涨空间， 不过， 投资者或

从固定收益市场撤出资金， 债券市

场可能面临一场 “重大价格调整”。

欧债危机降温 中国话题炙手可热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为期

5

天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

瑞士达沃斯落下帷幕。 在 “为持久发

展注入活力” 的主题下， 与会者积极

探寻全球经济重返稳定增长轨道的途

径， 这里的热点议题往往能够折射出

新一年的世界经济走向。

与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一样， 欧债

危机仍是各方热议的话题。 但不同的

是， 一年前人们对欧债危机忧心忡

忡， 而在今年的论坛上， 各方的表态

显得轻松许多， 并开始讨论欧元区经

济如何复苏的议题。

单看年会设置的讨论会议题，

欧债危机的字眼已经难觅踪迹。 德

国总理默克尔认为， 目前欧债危机

解除警报还为时尚早， 但对欧债形

势感到乐观。 投资大师索罗斯更直

言， 欧债危机接近结束， 未来欧元

将保持上升动能。

投资者对欧债危机关注度趋淡，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无疑成为最大功

臣。 欧洲央行在去年推出全新的债券

购买计划， 承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无

限购买债务危机国国债， 欧债危机的

表面病症逐渐消退。

“

2012

年是值得记住的一年，

欧元区的财政紧缩取得了实质性的

效果。” 德拉吉如是说。 默克尔也

认为， 欧洲央行的措施使市场变得

平静。

值得注意的是， 一场名为 “中国

的增长环境” 的主题论坛拉开达沃斯

论坛所有议程的序幕， 中国话题再次

成为此次论坛的焦点之一。 中国经济

快速增长期、 中国投资环境和中国经

济面临的挑战， 成为全球精英高度关

注的话题。

多位海内外的企业高管和专家预

计， 中国经济至少在未来十年将依然

保持

７％～８％

的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年的增长前

景仍被广泛看好， 但各种挑战仍不容

忽视。

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 清华大学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认为， 就国内而言， 现在最大的风险

来自物价和房价。 此外， 中国在国有

企业改革、 金融监管等方面也面临一

系列挑战。

盖特纳无意取代伯南克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上周五正式离任，

他的去向也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 对此，

盖特纳表示， 他不会担任美联储主席。

“我对美联储怀有崇高敬意， 但那将

是其他人的殊荣。” 盖特纳如是说。 分析人

士普遍认为， 如果伯南克选择离任， 目前

的美联储副主席耶伦或将接任。

（吴家明）

看好亚洲新兴市场

国际资金弃债转股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明珠

环球市场对亚洲新兴经济体

2013

年的

增长普遍看好， 国际资金在亚洲的投资方向

也有所变化， 逐渐从固定收益类证券转向高

风险股票， 业内人士普遍预测， 这一转变将

会持续较长时间。

荷兰私人银行首席投资官

Didier Duret

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全球资金配置正从债

市逐步转移到股市， 从已经统计的数据中可

见， 过去的两个月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

上， 这一变化都颇为明显， 而且资金流入的

数量在持续增长， 预期

2013

年投资股票将

成为主导趋势。

Duret

指出， 欧洲投资者对

投资亚洲有很大兴趣， 从企业角度来看， 很

多欧洲公司想扩大规模， 选址亚洲做分支机

构； 机构投资者更是看好中国内地、 印尼、

泰国和中国台湾等地的增长速度， 增加配置

亚洲基金的比重。

荷兰银行首席经济师

Han de Jong

也表

示， 全世界的利率水平目前都比较低， 资

金从低风险、 安全的债市逐渐流向股市是

必然趋势。 欧美资金目前都希望积极参与

到亚洲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 不仅机构投

资者弃债转股， 个人投资者也从相对谨慎

的态度转移到投资风险资产， 亚洲股市是个

很好的标的物。

巴克莱欧洲、 中东投资策略部主管

Kevin Gardiner

则认为， 投资者将资金从债

市转向股市的过程会十分缓慢， 虽然这种转

变在部分机构投资者的资产配置中略见端

倪， 但是要把目前已投入债券市场的资金卖

出来买入股票实际并不可行， 股市更多吸引

的是新进入市场的资金。

苹果失去全球市值冠军宝座

半年跌掉一个谷歌，被埃克森美孚反超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财报结果令市场更加担忧苹果公

司的前景， 也让其已经失去了霸占一

年的全球最值钱公司宝座， 半年前还

被不少投资者看好要冲上

1000

美元

的苹果究竟怎么了？

进入

2012

年下半年以来， 苹果

股价连续走低。 有分析人士指出， 投

资者过高预期落空后的失落感导致市

场上出现了一些对苹果公司不理智的

悲观情绪， 这是推动苹果股价走低的

重要原因。

２４

日， 苹果股价暴跌

１２．３５％

，

创下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份以来最大跌幅。

而在上周五， 苹果公司股价在美股交

易时段再度下跌

2.36%

， 报收

439.88

美元， 市值也降至

4130

亿美元。 与

此同时， 埃克森美孚股价报收于

91.73

美元， 市值达到

4182

亿美元，

终于在时隔一年后再次回到全球最值

钱公司的宝座。

苹果市值在

2011

年年中首次超

越埃克森美孚， 但之后两家公司市值

不断交替领先。 随后， 苹果公司股价

在去年

9

月创下

705.07

美元的历史

高点， 市值高达

6220

亿美元， 成为

全球市值最高公司。 不过， 苹果从一

个备受追捧的全球市值最大公司陷入

跌跌不休的恶性循环， 过程仅仅用了

不到半年时间。 至今， 苹果股价相较

去年创下的盘中最高价已经跌去

３８％

， 市值共蒸发约

２５００

亿美元，

相当于跌掉了一个谷歌公司。

去年， 华尔街还集体上调上调苹

果目标价， 甚至预计苹果公司股价将

突破每股

1000

美元， 成为首个市值

破万亿美元的公司。 不过， 如今在华

尔街分析师眼中， 苹果不仅仅是暂时

失去市值最高公司的头衔， 今年也很

难再续 “王者梦”。

在公布去年第四季度业绩之后，

包括巴克莱资本、 瑞信， 德意志银行

等机构纷纷下调了苹果目标价。 去年

就开始做空苹果的对冲基金经理杰夫

重申， 今年苹果公司股价可能会跌至

每股

425

美元， 甚至跌至

300

美元。

对此， 有分析人士表示， 除了创

新不足和来自三星等公司的竞争， 苹

果在一路冲上全球市值第一的过程中

搅起了一股泡沫， 许多华尔街在苹果

股价出现泡沫后却仍然大唱赞歌， 导

致投资者对苹果抱以不切实际的过高

预期。 如今， 华尔街又纷纷落井下

石， 导致苹果股价摔得不轻。 涨跌之

间， 华尔街翻云覆雨， 可谓最大的幕

后推手。

中国市场成苹果重要角力场

科技巨头美国苹果公司

２５

日被

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反超， 丧失全球

市值最大公司地位。 分析人士认为，

苹果公司的销售前景和创新能力都面

临挑战， 要想保持领先地位必须调整

策略加强开发中国市场。

根据美国战略分析公司的初步调

查， 去年第四季度， 全球智能手机市

场中， 苹果市场份额为

３０％

， 低于

三星的

４０％

。 而移动操作平台等软

件方面， 谷歌的安卓系统也成为苹果

ｉｏｓ

系统的劲敌， 难分伯仲。

创新力一直是支撑苹果品牌价值

的主要动力。 但近年来， 苹果在产品

创新方面乏善可陈， 缺乏革命性的创

新产品， 只停留在现有产品线上的小

修小补。 苹果去年推出的

ｉPｈｏｎｅ ４ｓ

和

ｉPｈｏｎｅ ５

， 以及

ｉPａｄ

系列都被批

评说创新不足， 而一度传言要推出的

高清电视也一再搁浅， 短期内恐怕依

然无法实现。

创新不足让投资者缺乏信心， 市

场担忧： 苹果是否还能推出另一款带

动销售增长的革命性产品？ 苹果的下

一个业绩增长点在哪里？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

场， 也是苹果在全球的第三大市场，

仅次于美国和欧洲。 上一季度， 苹果

在中国的销售额同比增加

６７％

， 为

６８

亿美元，

ｉＰｈｏｎｅ

手机销量翻番，

新开苹果零售店四家。 中国成为苹果

在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 有望成为下

一个业绩增长点。

去年一年苹果在中国的优质经销

商数量翻番， 增至

４００

多家。 目前，

苹果已经与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建立

合作关系， 并正在努力与中国移动洽

谈合作意向。

在中国， 苹果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低价产品的冲击。 去年第三季

度， 苹果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

从原本的第四位滑落到第六位， 远远

落后于位居第一的三星， 也落后于联

想、 中兴、 华为等国产品牌， 很大一

个原因就是苹果手机相较竞争对手定

价过高。

多位科技股分析师建议， 要想开

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市场， 苹果应研

发平价手机。 但也有人表示， 在乔布

斯把苹果打造成一种时尚符号后， 苹

果再走低价路线同样面临风险。

(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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