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6 月 15 日-6 月 21 日 

 2021 年第 23 期  

 
国际宏观资讯周报 

www.ccxi.com.cn 

国际业务部 

 

杜凌轩    010-66428877-279 

lxdu@ccxi.com.cn 

王家璐    010-66428877-451 

jlwang@ccxi.com.cn 

于  嘉    010-66428877-242 

jyu@ccxi.com.cn 

张晶鑫    010-66428877-243 

jxzhang@ccxi.com.cn 

朱琳琳    010-66428877-282 

llzhu@ccxi.com.cn 

徐祯霆    010-66428877-246 

zhtxu@ccxi.com.cn 

李梓桐    010-66428877-570 

ztli@ccxi.com.cn 

其他联系人   

张婷婷     010-66428877-203 

ttzhang@ccxi.com.cn 

本周头条：  

全球经济 
美 CPI 爆表引起警觉 全球央行关注通胀预期 

欧盟和美国同意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一季度全球半导体厂商营收 1313 亿美元 环比并未下滑 

发达经济体 
 美国 

美国 5 月份零售销售额环比下降 1.3% 

美联储释放“鹰派”信号 

 欧洲 

英国央行新一轮的 QE 削减将在 8 月会议后开始 

德国 4 月份制造业生产环比下降 1.0% 

乌克兰央行预计将提高贴现率至 8% 

 日韩 

日本 5 月出口实现 41 年来最大增幅 

新兴经济体 

 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15 国决定 2027 年发行统一

货币 

 俄罗斯国内需求和投资恢复至疫前水平 5 月通胀创近

五年新高 

 南非地方政府欠债超过 2300 亿兰特 4 月零售额增长低

于预期 

 土耳其天然气“大国梦”更近一步 

 内塔尼亚胡下台 强硬派头目成为以色列总理扬言吞并

巴勒斯坦 

 国际游客 2020 年在阿联酋消费额达 487 亿迪拉姆 

 易卜拉欣•莱希赢得伊朗总统选举 

 斯里兰卡央行调降 2021 年增长预期 5 月侨汇收入继续

上升 

 巴西央行上调基准利率至 4.25% 

主权信用级别调整 

 惠誉将英国主权信用展望由负面调至稳定 维持 AA-主

权信用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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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宏观动态 

1、美 CPI 爆表引起警觉 全球央行关注通胀预期 

当地时间 6 月 13 日，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G7）首脑峰会落下帷

幕。与会领导人们就继续通过财政刺激支持本国经济的必要性达成了

广泛共识。在全球经济加速复苏之下，通胀预期在持续飙升。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易纲在日前举行的陆家嘴论坛期间表示，全球原油等大宗商

品价格上涨较快，全球通胀水平短期上升已成事实，但对通胀是否能

长期持续下去存在着巨大分歧。中国今年全年的 CPI 走势前低后高，

平均涨幅预计在 2%以下，但仍需关注各类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美国

通胀爆表，5 月 CPI 继 4 月之后再创 13 年新高，然而美债收益率不升

反跌，美股距历史新高仅一步之遥，包括中国股市在内的亚太市场也

开始看淡数据冲击。 

市场逻辑在悄然生变。比起 4 月时市场对通胀超调引发货币紧缩

的极度担忧，如今交易员越来越对美联储强调的“通胀是暂时现象”买

账，因为就业才是最关键的。目前 5.8%的失业率仍远超美联储预期，

劳动力市场仍较疫情前的水平少了数百万就业人口，劳动力市场迄今

为止的复苏低迷成为央行继续推行史无前例刺激措施的背后主因。  

本周美联储 FOMC（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举行议息会议，市场将高度关

注美联储对于通胀、缩表等议题的措辞。保德信固定收益首席经济学

家、原 FOMC 经济学家希茨（Nathan Sheets）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短

期内通胀预计仍将攀升，但今年内供应紧缺的情况以及全球大宗商品

的瓶颈问题将会得到缓解。同时，鉴于服务需求有限，价格也不会出现

无限上涨，价格压力在今年晚些时候以及明年初将逐步出现缓和。 

从惧怕高通胀到博弈美联储 

数据显示，美国 5 月整体 CPI 同比大涨 5%，超预期的 4.7%，增速

创 2008 年 8 月以来最高；剔除不稳定的食品与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年

率同样高于预期，达 3.8%，超市场预期 3.5%，增速创 1992 年以来新

高。在 5 月底公布的美联储最青睐的通胀指标，也创下 1992 年来最大

涨幅——4 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同比增长了 3.1%。CPI 的构成

项目通常是固定的，主要涉及一般家庭的现金支出；而 PCE 的构成项

目则是可调整的，PCE 的构成项目中，除了一般消费支出之外，更涵盖

了家庭为服务所支付的项目价格。从历史数据来看，PCE 在大部分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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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段中是低于 CPI 的。如今，核心 PCE 大超美联储 2%的目标值，和核

心 CPI 的差距不断收窄。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有很多——超级宽松的

财政和货币政策，疫情下资源品供给短缺，需求则随着经济重启而反

弹等。 

但此前 5 月市场的表现和如今可谓有天壤之别——5 月 12 日晚间

公布的美国 4 月 CPI 增速大超市场预期，创金融危机以来最高，当时

科技股领跌大盘，纳指跌超 2%，道指也狂泻 500 点，标普 500 跌超

1.6%。10 年美债收益率再度攀升至 1.7%附近，年初至 5 月 12 日累计

飙升近 70BP，重挫全球风险资产；然而，在 6 月 10 日的 5 月 CPI 数据

发布后，10 年期美债收益率不涨反跌，收盘仅报 1.454%。美股也照涨

不误，标普 500 指数收于 4247.44 点，距离突破历史新高 4249.74 点

仅一步之遥。往往强劲的通胀数据会带动美债收益率走强，因为高通

胀可能会刺激美联储提早行动收紧货币政策
1
。美联储苦口婆心多月的

“通胀是暂时现象”似乎终被市场接受，2 年期和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

在数据发布当天小幅下跌。如今，市场的交易逻辑已从惧怕高通胀转

为了博弈美联储，美联储紧缩的节奏无疑更取决于就业复苏。 

市场更关注就业数据 

于是，一度被市场忽略的美联储再度成为市场交易的主线
2
。一位

熟悉讨论情况的消息人士于 6 月 11 日对外媒透露，G7 峰会开幕当天，

与会领导人就继续通过财政刺激支持本国经济的必要性达成了广泛共

识。领导人认为，许多国家最近解封后出现的通胀上升将被证明是暂

时的。消息人士称，“有一点关于通胀的讨论，感觉领导人认为通胀是

暂时的”。无独有偶，曾任职于美联储的希茨也表示，下一阶段，随着

经济重启、旅行禁令放宽，服务需求反弹很可能会将服务业通胀率推

高至疫情前水平，最近美国和中国的 CPI 数据均已证明这点。但年内

                                                             
1 “但交易员真正关注的是，这种不断上涨的价格压力是可持续趋势的开端，还是只是经济活动重启、基数效应与供应链

暂时中断驱动下的‘暂时现象’？”嘉盛集团全球研究主管马特•韦勒（Matt Weller）对记者称，“深入 CPI 数据的内部后，

这次市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通胀仍属于暂时现象。”他解释称，每个月的物价压力都在增加，5 月和 4 月一样，因为芯片缺货

导致二手车价格大涨，仅二手车价格涨幅就占到物价涨幅的很大百分比（在整体 CPI 与核心 CPI 涨幅中的占比分别达 0.9%和

1.1%）。但疫情下芯片短缺的状况已在缓解，所以这种现象可能不会持续。未来数月里随着汽车生产商加大供应量，这类涨

幅应可回落。 
2 “美国通胀率正处于数十年来最高水平，通胀攀升符合美联储‘随着经济重新开放，价格压力将不断上升’的预期。关

键在于，几个月通胀持续升温，但消费者和劳动力市场仍表现疲弱。”韦勒表示。尽管失业率自 2020 年二季度峰值大幅下降，

但第三季度失业率仍处于令人不安的高位 5.8%。韦勒也对记者提及，更令人担忧的是，最近两个月的非农就业数据都低于预

期，平均每月净新增就业仅略高于 40 万。虽然在更为正常化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就业增长率可能尚可接受，但美国劳动力市

场仍较疫前水平少了数百万就业人口，而且考虑到全国范围内广泛疫苗接种和经济“重新开放”，这个增速只能算是不温不

火。因此，市场开始相信，美联储会保持耐心。机构普遍认为，美联储可能在 8 月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宣布在 12 月

或明年 1 月启动缩表，但在此之前一定会与市场充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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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紧缺问题将会得到缓解。同时，鉴于服务需求有限，价格也不会出

现无限上涨。因此，他预计价格上涨的压力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以及明

年初逐步出现缓和。此外，虽然缩表本该令市场担忧，但美联储公布缩

表决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2、欧盟和美国同意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欧盟-美国峰会 15 日在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举行。

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同意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在抗击疫

情和推动经济复苏、促进绿色增长、促进贸易投资和技术等方面加强合

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和美

国就双方长期以来的航空补贴争端已达成“休战协议”，该争端是世界

贸易组织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贸易争端，这意味着双方在航空领域

“从诉讼走向合作”。此次欧盟-美国峰会是自 2014 年以来的首次双方

领导人会议，也是自 2017 年以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欧盟总部。拜登此

访旨在修复过去四年严重受损的美欧关系。不过，欧盟对美国依然疑虑

重重，“破镜重圆”并非易事。 

3、一季度全球半导体厂商营收 1313 亿美元 环比并未下滑 

6 月 15 日消息，在需求强劲，汽车、电子产品等领域的半导体部

件供不应求的推动下，半导体厂商尤其是芯片代工商的的业绩普遍向

好。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半导体厂商的营收达到了

1313 亿美元，环比增长 0.5%。虽然一季度全球半导体厂商的营收，环

比仅增长了 0.5%，但研究机构表示，一季度环比保持增长并不常见，

自 2002 年他们开始追踪半导体厂商的季度营收以来，仅出现过三次。 

研究机构表示，一季度全球半导体厂商的营收环比通常下滑，主要

是由于四季度存在假日购物季，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强劲，随后一个季

度通常下滑，对半导体部件的需求也有下滑。从 2003 年到 2020 年，

一季度全球半导体厂商的营收，较前一季度平均下滑近 5%。研究人员

表示，疫情打乱了通常的市场状况，芯片短缺也推升了众多半导体元

件的平均售价，最终结果是推升营收增长 0.5%，明显好于此前的平均

下滑约 5%。 

 

 美国 

1、美国 5 月份零售销售额环比下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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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商务部 1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5 月份美国零售销售额环比下降

1.3%，降幅超过市场普遍预期。1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剔除汽车及零

部件和加油站等波动较大类别后，5 月份美国核心零售销售额环比下降

0.8%。美国商务部同时将 4 月份零售销售额数据上调至环比增长 0.9%。

具体来看，在 13 个主要零售类别中，有 8 个类别的零售销售额在 5 月

份出现环比下降。其中，由于芯片短缺导致汽车库存和供应不足，汽车

及零部件零售销售额当月环比下降 3.7%；家具、电子产品和建材销售额

环比分别下滑 2.1%、3.4%和 5.9%；在线零售额环比减少 0.8%。此外，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率上升，各州对经济限制措施有所放宽，餐厅销售额

增长 1.8%，服装销售额反弹 3%。 

2、美联储释放“鹰派”信号 

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0 至 0.25%之间不变，同 

时将逆回购协议利率以及超额准备金率都上调 5 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 

此外，点阵图中位数预期 2023年底前加息 2次(今年 3月 FOMC预期 2024 

年开始加息)，且加息次数或为两次，鹰派程度超出市场预期。美联储主 

席鲍威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近月来，通胀水平虽超预期，但推 

高通胀的具体因素“似乎将是暂时的”，并表示调整政策立场时机尚不 

确定。 

总体来看，美国本轮通胀压力上升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经 

过一年多的居家隔离，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在短时间内释放，市场上供不 

应求引起物价上涨。同时，疫情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供需不平衡的 

结构性问题。对此，美联储认为，随着疫情好转、消费需求逐步减弱和 

劳动力市场趋于改善，物价也将出现回调。另一方面，疫情爆发以来， 

全球半导体短缺和其他供应瓶颈导致某些行业出现供应链中断或交货延 

迟，从而一定程度上推高物价。 

 

 欧洲 

1、英国央行新一轮的 QE 削减将在 8 月会议后开始 

富国银行表示，过去几个月，英国央行放缓了资产购买的步伐，并

暗示将进一步缩减购买规模。近期英国经济复苏的步伐相当显著，GDP

月率显示经济活动在疫情限制措施放宽后迎来大规模复苏。富国银行

预计，英国央行将在周四（6 月 24 日）的利率决议中，提供最新的经

济复苏进展线索，以及委员们关于通胀的最新观点。物价上涨的现象

是暂时性的还是实质性的，这一点需要额外关注。英国央行很可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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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信号，表明未来数月内资产购买规模将会进一步削减，该行认为

新一轮的削减将在 8 月会议后开始。 

2、德国 4 月份制造业生产环比下降 1.0% 

根据联邦统计局数据，4 月份制造业生产环比下降 1.0%，同比增

长 26.4%（3 月同比为 4.8%）。经济学家此前预测增长 0.4%。4 月份工

业生产（非能源制造业和建筑业）环比下降 0.7%，中间品生产下降 0.2%，

消费品生产下降 3.3%，资本品生产下降 0.1%。建筑业产出环比下降

4.3%，能源生产增长 6.0%。联邦经济部（BMWi）表示，生产下降是由

于中间品（尤其是半导体和木材）短缺造成的。Ifo 商业景气指数表现

良好，新订单处于高位水平，确保行业在未来几个月内前景乐观。 

3、乌克兰央行预计将提高贴现率至 8% 

乌克兰银行界预计，因通胀增长高于预期，乌克兰国家银行将于 6 

月 17 日起将贴现率提高 0.5 个百分点至 8%。乌克兰进出口银行财务和

投资服务部门主管波尔德列夫指出，最近几个月的数据表明，乌通胀压

力从 2020 年 12 月的 5%增至今年 5 月的 9.5%，高于 4 月的预测值—

9.2%。预计未来几个月通胀压力将加剧，并有可能升至两位数。通胀上

升的关键因素是国际市场上粮食和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全球经济复苏、

贸易伙伴国物价上涨，以及流通中货币供应量（5 月同比增长 20%）增加

导致的国内消费需求增加。同时，减轻通胀压力并抑制格里夫纳贬值的

主要因素包括，2021 年粮食丰收、前期比较基数偏低的影响用尽、有望

收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 7 亿美元贷款，以及在特别提款权

框架内有望额外收到 IMF 的 27 亿美元资金。 

 

 日韩 

1、日本 5 月出口实现 41 年来最大增幅 

6 月 16 日，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海外主要市

场快速恢复拉动，汽车、汽车部件、钢铁等领域出口显著增长，日本 5

月出口额同比大增 49.6%至 6.26 万亿日元，连续 3 个月增长，增幅仅

次于 1980 年 4 月的 51.4%，为近 41 年来的最大增幅。从国家和地区来

看，由于欧美汽车市场明显恢复，当月日本对美国出口额同比增长

87.9%，对欧盟地区出口额同比增长 69.6%，均连续 3 个月增长；由于

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对半导体制造设备、汽车及原材料的需求保持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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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当月日本对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长 23.6%，连续 11 个月增长，中国

继续保持日本最大出口市场地位。进口方面，受进口疫苗及能源价格

上扬等因素影响，日本 5 月进口额同比增长 27.9%至 6.45 万亿日元。

当月贸易逆差为 1871 亿日元。 

 

 新兴经济体 

1、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15 国决定 2027 年发行统一货币 

据路透社加纳首都阿克拉消息，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15 国峰

会当地时间 19 日决定在 2027 年启动单一货币。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

同体主席让-克洛德·卡西·布鲁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2027 年发行单

一货币的路线图已在阿克拉举行的峰会上获得 15 国首脑批准，发行单

一货币的目的是促进本地区贸易和经济增长。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

体原计划在 2020-2021 年发行单一货币，因新冠疫情被推迟，新货币

被命名为“Eco”。 

2、俄罗斯国内需求和投资恢复至疫前水平 5 月通胀创近五年新高 

根据俄联邦统计局数据，2021 年一季度和 4—5 月俄国内需求和投

资指标持续增长。俄经发部指出，受 2020 年抗疫隔离措施影响，相关

数据难以体现全年趋势，该部门将以 2019 年四季度数据为基准，对俄

经济复苏形势进行评估。2021 年一季度俄市场投资增势明显，全行业

投资额较 2020 年同期增长 2%，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5.6%，较 2018 年

年均水平增长 5%。俄经发部指出，投资增长得益于商业组织的利润及

企业贷款增加，而独立分析机构则认为本国投资需求增长为主要因素。

从投资结构看，对知识产权（同比增长 18.5%，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42.9%）、机械设备（分别增长 3.5%和 6.9%）等领域的投资增速较快；

从投资行业看，加工业、运输业、IT、金融业为助力投资增长的主力军。

考虑到季节性因素，4 月俄居民消费支出较疫情前水平下降 0.5%，商

品购买量较高，但服务和餐饮支出较疫情前下降 6%。3 

据俄联邦海关署数据，5 月俄通胀率为 6.02%，创 2016 年 10 月以

来新高。年初以来，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3.48%，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3 俄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指出，俄居民食品消费略有下降，但对非食品商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对服务的需求预

计将于年底前恢复。俄储蓄银行分析师认为，居民工资上调、境外消费减少以及 2020 年俄居民储蓄额突破纪录为本年度消费

和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在此背景下，俄失业率继续稳步下降。据俄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数据，俄市场对劳动

力的需求急剧增加。俄总统助理奥列什金表示，俄失业率将在两个季度内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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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5 月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7.4%，其中，食糖（41.54%）、葵花籽

油（27.94%）、鸡蛋（27.93%）价格涨幅最为明显。5 月中旬，俄经发

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俄通胀率已趋稳定，之后将下降，年底将达

到 4.3%。俄央行此前表示，3 月通胀率已达 5.79%的峰值，将从 4 月开

始下降，预计到年底稳步放缓。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俄央行行

长纳比乌琳娜表示，俄通胀加剧的原因是世界粮食、原材料和期货商

品价格上涨，以及卢布汇率走弱。俄通胀逐步趋稳，不会因外部市场价

格变化而加速增长。据俄央行预测，2021 年通胀率为 4.7%-5.2%，2022

年年中将回归 4%的目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偿付方面，俄与主

要贸易伙伴实现贸易额增长4，1-5 月俄外贸增速达 18%5；5 月俄国际储

备达到 6052.3 亿美元
6
；1-5 月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 23.6%

7
；圣彼得堡

国际经济论坛期间签约金额近 3.9 万亿卢布8；全球石油需求下降或对

俄罗斯经济构成负面影响
9
；俄专家谈政府出口限制措施影响

10
；美对俄

                                                             
4 俄海关署数据显示，2021 年 1-4 月，俄欧贸易额 766.9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4%，俄对欧盟出口 485.54 亿美元，增长

10%，自欧盟进口 281.37 亿美元，增长 19.8%，欧盟在俄外贸总额占比从去年同期的 36.3% 降至 35.4%；俄中贸易额 391.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3%，俄对华出口 188.21 亿美元，增长 13.1%，自华进口 203.72 亿美元，增长 32.2%，中国在俄外贸总

额占比由 17.2%升至 18.1%；俄白贸易额 114.5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4%，俄对白出口 68.64 亿美元，增长 53.8%，自白进口

45.87 亿美元，增长 18.5%，白在俄外贸总额占比由 4.5%升至 5.3%；俄美贸易额 102.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7%，俄对美出

口 47.55 亿美元，增长 14.5%，自美国进口 54.66 亿美元，增长 16.7%，美在俄外贸总额占比保持稳定，约为 4.7%；俄乌贸易

额 32.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俄对乌出口 21.67 亿美元，增长 5.4%，自乌进口 11.25 亿美元，下降 5.5%，乌在俄外贸总

额占比由 1.7% 降至 1.5%。 
5 俄海关署长布拉温表示，1-5 月俄外贸额为 253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其中，出口增长 12.2%，进口增长 25.8%。预

计进出口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2021 年俄海关署拟向国库上缴税费 5 万亿卢布（约合 695 亿美元），1-5 月已上缴 2.4 万亿卢

布（约合 334 亿美元），其中，额外上缴 6540 亿卢布（约合 91 亿美元），完成预定指标的 128%。 
6 根据俄央行数据，5 月俄国际储备增加 147.6 亿美元（增幅为 2.5%）至 6052.3 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黄

金储备增至 1395 亿美元，增幅为 6.6%，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上升至 23%。资产重估盈益、黄金价格上涨及俄外债收入增加为

俄国际储备增长的主要原因。 
7 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1-5 月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 23.6%，达 506.5 亿美元。其中，中国自俄进口 277.4 亿美元，同比增

长 15.4%；对俄出口 22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5%。5 月中俄贸易额为 104.5 亿美元。 
8 俄总统顾问、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组委会执行秘书科比亚科夫表示，2021 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达成协议 800

多项，总金额为 3.86 万亿卢布（约合 530 亿美元）。上届论坛于 2019 年举行，签署 745 份协议，总金额为 3.27 万亿卢布（约

合 505 亿美元）。列宁格勒州签约量排名第一，共 29 份，金额超 1 万亿卢布（约合 137 亿美元）；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位居

第二，签约 22 份，金额 1600 亿卢布（约合 22 亿美元）；图拉州排名第三，签约 26 项，金额为 1500 亿卢布（约合 20.6 亿

美元）。 
9 专家认为，2030-2035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达到顶峰，之后将保持稳定或逐步下降，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经济向

更环保能源过渡进程。俄至少三分之一的预算收入来源于油气。自 2005 年以来，油气收入在俄预算中的份额从 36%升至 51%，

2020 年受全球油价下跌影响，该比重降至 28%。因此，未来石油需求下降对俄没有任何好处。能源与金融研究所能源研究部

副主任别洛戈里耶夫认为，问题主要出现在欧洲市场，欧盟准备到 2050 年完全放弃汽油和柴油汽车，这将对俄石油出口造成

严重打击，俄可能面临部分石油产品供应过剩的问题。以柴油为例，俄积极推进炼油现代化，其柴油产量是国内需求的两倍。

俄经济分析师、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专家克鲁金齐作出更负面的预测并认为，如石油需求下降，在生产成本方面，俄无法与气

候和地质条件均有优势的阿拉伯国家竞争，2035 年后俄或将无法在国际石油市场立足。 

此外，俄绿色能源转型战略保守，预计未来几年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俄天然气市场份额较大（约为 55%），核能从苏

联时代已开始发展，要快速推进改革相当困难。受自然因素影响，俄能源部实施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尚未盈利，俄政府或将项

目支持金额从 4370 亿卢布（约 60.69 亿美元）减至 3600 亿卢布（约 50 亿美元）。谈及石油行业，除石油出口外，还可通过

提高聚乙烯、塑料、清漆及其他以石油为基础的产品的竞争力补偿石油需求下降带来的损失，但大多数专家认为，如果不进

行系统性变革，不太可能解决 2035 年后的问题。克鲁金齐表示，俄需要彻底改革，重新设计经济学方法，鼓励知识产权而不

是对天然原料粗暴开发，同时与其他正在发展高科技的国家合作。 
10 为抑制国内食品、废金属和木材等商品价格上涨，俄政府坚决执行出口限制政策。俄经发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称，政

府当前主要任务是控制国内商品价格，而非增加出口收入。列表示，政府已取消国内部分商品价格上限，但将继续补贴面包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0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