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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分析人士指出，“糖高宗”再次袭
来，连续减产导致的供需不平衡以及消费
旺季的叠加是主因，国际市场上对中国需
求以及巴西供应可能减少因素的炒作也进
一步推升了糖价。

“尽管高糖价抑制了部分消费，但市场
预计全年的需求量会达到 1300万吨，市场
缺口将超过 200万吨。”华泰长城分析师张
桑表示，主产区已连续三年减产，国内市
场的供需缺口持续存在，尽管加上储备投
放以及进口等，市场供需应该可以达到平
衡，但是市场库存下降以及储备库存投放
后的补充库存需求预期也支撑了糖价的
上涨。

每年三季度，白糖市场处于前一榨季
产糖将尽、新一榨季糖未出的交接阶段，同
时饮料产量以及节庆备货等使得市场消费
处于旺季，即使产量未有明显下降，历年三
季度市场价格也较为强势。“旺季的消费以

及国庆、中秋节双节备货期重叠，白糖库存
更显紧张。”业内人士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市场对国内影响
越来越大。”张桑说，实际上从供应缺口来
看，200 余万吨的量与去年相比并未显著
放大，但今年市场对巴西可能减产以及中
国市场预计进口可能增加持续炒作，国际
市场价格上涨也给国内市场提供了强劲
的支撑。

目前巴西是全球头号产糖国，此前由
于受天气影响，市场普遍预计其产量将下
滑。全球糖市的需求正转向亚洲，尤其是
一些国际机构预计中国可能加大进口，一
些分析师甚至预计未来中国市场进口量可
能达到300万吨。

实际上，国际市场依然过剩，荷兰银行
与 VM Group 联合发布的报告认为，在
2011~2012年度，全球糖市场的过剩量预计
将会达到783万吨。

“我们眼下处于一场新风暴的初始阶
段，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同……多
数发达国家已经用尽财政（政策活动）空
间，宽松货币政策也已用到极致，欧洲国家
主权债务危机可能成为全球经济所面临最
严峻挑战。”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

佐利克13日说，全球经济今后可能面
临“全新且更危险”局面，决策者必须果断
抉择，尽早行动应对危机。

1.这一轮金融动荡的本质是美国国内
政治的折腾，这种折腾很可能在未来五年
之内反复出现，这就是当今世界金融波动
最根本的原因。

2.不会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美债危机
的本质是美国政治的内讧，由此带来投资者
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前景的预期的下调，这
不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与2008年不同。

3.全球股市大跌，恐慌肯定是一个因
素，除此之外，一个根本性的因素，是投资
者对发达国家的中长期的增长前景预期
在下调。短期来看，发达国家央行出台一
些扩张性的政策，是符合政策制定的原
理。因为这一做法可以防止市场的过调。

4.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已经形成，美
债的危机只能说加剧了这个趋势的发展。
换句话说，中国经济不能指望像过去那样
继续依赖外国市场来拉动自己的发展。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近
日独家做客搜狐微博，就美债危机和中国
对策与网友进行了交流。

“可以说，这是一个全球经济的结构
性问题，迄今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否继续下
去，这是现在世界经济的最大课题之一。”
——日本国际通货研究所理事长行天丰雄

日本国际通货研究所理事长行天丰
雄近日表示，美债危机根源在于美国实体
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折射出经济结构亟待
调整的趋势。但他同时认为，由于没有替
代货币，中短期内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
系不会有大的变化。

行天丰雄认为，近二三十年，美国家庭
逐渐习惯于低利率下借钱消费，从而支撑
了美国国内外经济。一旦美国家庭不能像
以往那样轻易借到钱，家庭财富因证券市
场动荡缩水，对商品消费的需求必然下降，
进口也会减少，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对美
出口国就会出现投资和生产设备的过剩。

上周，全球金融市场完全可以用“动荡”一
词来形容。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致使全球
股市、期市一片跌声，惟有黄金一枝独秀。国
际油价也是大幅回落，纽约原油价格一度跌破
80 美元/桶，这段时间最大跌幅近 25%。有车
一族纳闷儿，我国的油价何时下调呀？

这时，发改委的同志出来说话了：“目前国
内暂时没有达到下调成品油价格的边界条件。”

每次我们的油价上调时，总能听到这样的
一句话，国际油价涨了，我们要与国际油价接
轨。然而，当国际油价回落时，国内油价却迟
迟不愿与国际接轨。

日化用品以及方便面等企业吹风想涨价
时，便会被发改委约谈，你可不能串通涨价哟，
否则，一定要严肃处理。食用油企业想涨价时，
也被发改委约谈，“着什么急嘛，暂缓涨价。”

然而，却从未听到发改委约谈中石油、中
石化。对待石油双雄，发改委经常玩起周伯通
左右手互搏的把式，一方面招呼饮料、奶业、糖
业、酒业等行业不要乱涨价，另一方面，“半夜
鸡叫”，我国汽柴油价格就与国际接了轨了。
一方面是CPI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发改委还要
上调成品油价格。成品油价格上调不是要拉
高CPI吗？这时，就有所谓的“砖家”出来算账
了，成品油价格上调，对于CPI的“贡献”是有
限的，不会推高几个百分点的。然后，话锋一
转，CPI 高居不下，都是猪肉价格上涨给闹腾
的。我倒，养猪户起早贪黑，反而成了推高
CPI的罪人了。

据报道，中石化在港市场3个月内3次调整

成品油价格（两降一升），内地成品油价格自5
月份以来就没有发生变化。事实上，内地许多
的民营加油站一直在降价促销，但是石油双雄
的加油站基本上都坚持最高零售价。难道石
油双雄降价促销，就会亏本吗？当然不是，看看
他们赢利的报表就明白了。虽然有声音传出，
5月份炼油业亏损严重。但是亏损的原因是很
多的，你若总是搞“天价茅台”，能不亏吗？

按照现行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当国际市场
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
4%时，可相应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麻烦就是
在于这个“可”字。仔细品味，就是当国际油价
涨时，我们可涨，也可不涨，当然多数时间是涨
了。当国际油价降时，我们可降，也可不降，当
然多数时间是不降。很显然，22个工作日、4%
这两个条件是否达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发
改委眼中，可调，还是不可调。说可，不可也可；
说不可，可也不可。横批：不服不可。

相对论
相对论

悟市道“领”

成品油调价，妙在“可”字

随着一年一度用糖高峰的到来，“糖
高宗”再次卷土重来。数据显示，到目前
为止，华东、中原等地的白糖现货市场报
价已高达每吨 8000 元，几乎较两年前翻
番，期货市场价格在经历美债危机冲击后
基本回到前期高点。2010年，白糖由于价
格持续大涨被戏称为“糖高宗”，如今价格
再创新高，“糖高宗”为何“难退位”？

糖价近翻番，涉糖产品调价
广西糖网数据显示，到本月 12 日，

包括西北、华东以及中原等大部分白糖
销售地区现货报价已达到每吨 8000 元
以上，涨幅较大的兰州地区报价高达
8100元。“尽管价格基本上较 2009年翻
番，但产销区价格近期几乎每天都在上
涨，尤其是中秋节即将来临，市场预期会
经历一波需求的高峰。”业内人士表示。

现货的连创新高也推动期货价格异
常强劲。统计数据显示，在 8月 1日~12
日金融市场受冲击最明显的两周里，跟
踪白糖期货价格表现的白糖指数最大跌
幅也未超过1.5%，而国内商品市场同期
整体下跌了近5%，如果加上7月份市场
的强劲表现，下半年以来，郑州商品交易
所白糖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超过8.5%，远
强于包括铜、铝等其他商品。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糖价上涨逐渐
向下游传递，近期各大商家推出的月饼
价格普遍上涨了 10%~15%。上海杏花
楼食品餐饮总经理杨培民告诉记者：“在
杏花楼月饼的 66 种原料中，有 37 种原
料出现了上涨，其中涨幅最大的就是白
糖和食用油。”杨培民说，白糖价格较去
年上涨了 70%以上，杏花楼由于提前采
购了白糖，才避免受到成本大幅上涨的
影响。

除了基本面不平衡、资金借势炒作等
因素外，值得关注的是，比价效应的显现也
成为包括白糖在内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不可
忽视的重要因素，农作物由于产出效益导
致的“争地”、农业和工业对劳动力的“争
夺”正使得农产品上涨长期化。

“以广西主产区来说，甘蔗种植面积很
难再有大幅度的增加，由于争地效应，加上
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不再从事农业生
产，白糖上涨应该是趋势。”张桑说，实际
上，今年以来无论市场如何变化，白糖现
货价格每吨始终未能低于 7000元，这也从
另一层面反映出市场处于比较认同的正
常消费。

糖价上涨可以说是农产品价格回归正
常化的一个体现，由于长期价格被低估，
通过比价效应，目前市场价格正逐渐得到
重估。

实际上，不仅是白糖，包括大米等粮食

价格亦稳步上涨，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8月1日至7日，国内小包装米零售价
格继续上涨，较前一周小幅上涨了0.4%，其
中西安、昆明和厦门大米价格涨幅均超过
1%，分别达到1.3%、1.2%和1%。

与此同时，在前期猪肉价格涨幅放缓
后，鸡蛋价格接过“接力棒”。据新华社全
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7月
份以来，全国鸡蛋价格涨势明显，目前价格
已达到 2008年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超过
六成省区鸡蛋价格在每斤5元以上。

一些专家指出，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
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被上涨”，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加速，农产品生产的基础成本
——生产资料、劳动力以及土地价格上涨
成为常态，政府应着力于加大投入，推进农
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同时改进调控方
式，对市场炒作以及趋势性上涨因素分开
对待，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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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长城分析师张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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