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下称“兴业银行上海分行”）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将下列对公贷款债权出售给了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
“上海睿银盛嘉”），现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与上海睿银盛嘉共同发布公告，请下列主从债务
人及时向债权人履行还款及担保义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27 日

注：相应利息依法计算。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下称“兴业银行上海分行”）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将下列对公贷款债权出售给了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
“上海睿银盛嘉”），现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与上海睿银盛嘉共同发布公告，请下列主从债务
人及时向债权人履行还款及担保义务：

债权编号 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余额 抵押物描述 保证人名称

1 上海福库木
业有限公司 DD14044 3150000.00 元

魏重福名下位于上海市
松 江 区 九 亭 镇 涞 坊 路
333 弄 92 号 301 室。
罗水珍名下位于上海市
浦东新区巨峰路 399 弄
2 号 202 室。

魏 重 福 、罗
水珍、 魏重
生、范秀英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27 日

注：相应利息依法计算。

债权编号 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余额 抵押物描述 保证人名称

1
上 海 瑞 天 实
业 发 展 有 限
公司

LD21201401002 9496700.00 元

泰云路 255 弄 1 幢
19、31、32、38、39、
40、41、42、43、45、
46、47 号店铺

无

国际 公告

■孔田平

专家视点

美国经济预期乐观但现实冷峻
近期人们在观察和讨论美国经济时

的一个显著困惑是 ： 作为经济 “晴 雨

表” 的股市一路高歌猛进， 但实际经济

增速却差强人意 。 不少人的主 观 印 象

是： 在全球经济疲弱的大环境里， 美国

经济表现抢眼； 但事实却是： 美国经济

一季度增速缓慢， 几乎与被视为 “经济

停滞” 代名词的日本相当。 这种经济预

期和经济现实的背离令人困惑， 其成因

和影响更值得思考。

预期和现实呈现反差令人困惑

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美

国股市一路 “疯涨”。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至今， 美股最具代表性的标普 ５００ 指数

涨幅高达约 １３％， 显示出市场对 美 国

经济增长预期很高。
个人消费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

力引擎，而消费者似乎也颇为乐观。反映

人们对经济前景看法的密歇根大学消费

者信心指数在今年初创下 ２００４ 年以来

新高。 反映制造业预期的采购经理人指

数在特朗普当选后也连续三个月上涨。
降至历史低点的失业率、 温和的通

胀水平， 以及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持续至今

的历史第三长经济扩张期， 都说明美国

经济处在相对稳健的增长轨道上， 也足

以部分支撑乐观情绪。 但问题在于， 美

国经济虽然不坏， 但也说不上有多好。
今年第一季度， 美国经济按年率计

算增长 １．２％， 增速为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

以来最低。 在七国集团里， 美国一季度

经济增速位列倒数第三 ， 仅高 于 英 国

（０．７％） 和日本 （１％）。
实际经济表现与股市和消费者信心

表现所传达出的乐观预期形成 鲜 明 反

差。 这种乐观预期和冷峻现实的反差，
被花旗集团编制的经济意外指 数 捕 捉

到 。 最 新 统 计 显 示 ， 这 一 指 数 创 下

２０１１ 年以来最低值 ， 意味着经济预期

和现实之差达到六年来最大水平。

政治因素干扰经济预期

美国经济当下这种预期和现实的背

离如何理解？ 美国密歇根大学负责消费

者信心指数编制的首席经济学 家 理 查

德·柯廷注意到， 政治因素已经对预期

产生重要影响。 并且在特朗普赢下大选

后， 这种影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分析人士认为， 最近半年多来促使

股市上涨、 预期上升的推动力并非来自

经济基本面， 而是来自对特朗普政府的

政策预期， 尤其是他的减税、 放松监管

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等主张。 特朗普

政府希望将经济增速提高至 ３％， 这是

２００５ 年以来美国经济再未企及的速度。

并且， 柯廷的研究显示， 共和党选

民在特朗普上台后对经济的信心显著改

善， 而亲商业的共和党在美国实业和金

融界拥有广泛影响力。
此外， 政治因素快速而深刻地改变

经济预期， 其中固然有特朗普的偶然性

因素 ， 也反映出更大的时代必 然 性 趋

势， 即在一个经济持续低迷的宏观大环

境下， 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前景的影响

越来越大。
美国经济虽然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走出

衰退， 但其复苏力度一直很弱。 美国前

财政部长、 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

斯将这一现象称为 “长期性停滞”。 虽

然萨默斯是民主党人， 但他的经济政策

主张和特朗普有类似之处， 即主张在这

样一个 “长期性停滞” 时代， 应积极利

用政府政策来刺激经济。
从这一角度来看，虽然民主、共和两

党在具体政策上分歧巨大，但在强化政府

政策对经济影响这一点上却殊途同归。

“特朗普泡沫”存在破裂风险

问题在于， 政治因素能够影响经济

预期， 但经济预期未必会自动转化为经

济现实。 这或许是特朗普时代预期和现

实背离所蕴含的最大风险。
“劳动力市场所发生的事， 要远比

政治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更重要。” 世界

大型企业研究会经济学家肯·戈尔茨坦

的这种观点颇能代表经济学家的共识，
即经济基本面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力

要大过政治因素。 美联储主席珍妮特·
耶伦近日也表示： “我尚未看到证据表

明政策变化预期已经给消费和投资带来

实质性变化。”
由于特朗普政府政策推进不力， 经

济预期已出现改变苗头。 密歇根大学消

费者信心指数 ６ 月大幅下滑， 跌至去年

１１ 月以来最低点 。 采购经理人指数在

今年 ２ 月达到高点后， ３ 月和 ４ 月连续

下跌， ５ 月大致和 ４ 月持平。 彭博社的

分析认为， 这或许意味着大选后的市场

乐观情绪开始减退。
去年底大选 后 形 成 的 “特 朗 普 泡

沫” 存在破裂风险， 但美国经济基本面

依然保持小幅、 稳步的改善趋势。 历史

数据显示 ， 美国经济的年度走 势 常 有

“低开高走” 的现象。 美联储近日就把

美国经济今年全年增速预期略微上调至

２．２％。 分析人士认为 ， 对 “特朗 普 泡

沫” 可能会破灭的预期对实体经济影响

有限， 但或许会在金融市场和政治领域

产生较大冲击。
新华社记者 金旼旼 高攀

（据新华社华盛顿 ６ 月 ２５ 日电）

连美国都认为卡塔尔“难办到”
沙特等国开出的“复交清单”要求太高

沙特、 阿联酋、 埃及和巴林上周向

卡塔尔开出旨在解决断交危机的一系列

要求， 包括降级与伊朗往来、 停止允许

土耳其在卡塔尔驻军、 关闭半岛电视台

等。 对此，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２５ 日说，
卡塔尔已在 “仔细斟酌” 上述要求， 但

部分要求卡塔尔会 “很难满足”。 他呼

吁有关国家 “坐下来谈”。
沙特、 阿联酋、 巴林、 埃及等国本

月 ５ 日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指认卡塔尔

支持恐怖主义活动 、 破坏地区 安 全 局

势。 随后又有数个国家宣布与卡塔尔断

交。 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沙特等

国的断交决定 “毫无缘由”。
断交后， 沙特等国停止了与卡塔尔

的物资交易， 禁止卡塔尔的飞机、 船只

使用其领空、 港口。 沙特还封闭了与卡

塔尔的陆地边界， 这也是卡塔尔唯一的

陆地边界。
多家媒体 ２３ 日披露， 沙特等国通

过科威特向卡塔尔开出 １３ 条旨在解决

断交危机的要求 ， 并要求卡塔尔在 １０
天内满足这些要求。

卡塔尔政府 ２４ 日说，已收到并正审

阅这些要求，但这些要求“不合理”、“不

可行”， 并再次证明断交国对卡塔尔的

“非法封锁与反恐无关……而是为了限

制卡塔尔主权、包办卡塔尔对外政策”。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２５ 日在一份声

明中说， 卡塔尔 “已开始仔细审阅、 考

虑” 沙特等国提出的要求。 蒂勒森说，
虽然卡塔尔 “很难满足” 部分要求， 但

这份要求清单中的内容 “为正在进行的

对话提供了基础”。
蒂勒森呼吁有关国家 “坐下来、 继

续对话”， 称 “降低调门” 有助于缓解

紧张局势。 美方相信， 当其 “盟国及合

作伙伴” 为打击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的

目标共同合作时， “它们会更强大”。
２５ 日， 伊朗总统鲁哈尼说， 伊朗

“无法接受对卡塔尔的围攻”。 土耳其埃

尔多安则说， 沙特等国开出的要求 “违
反国际法”， 其中涉及土耳其的内容是

对土方 “不尊重”。
土耳其军方证实 ， ２３ 名土耳其士

兵和 ５ 辆装甲车 ２２ 日抵达卡塔尔首都

多哈。 按照土耳其 《自由报》 的说法，
断交危机发生前， 土耳其在卡塔尔驻有

８８ 名士兵。
吴宝澍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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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马其顿国名争议尚需时日

马其顿自 1991 年独立以来， 与希

腊就国名问题争议不断。 马其顿的历史

和地理变化错综复杂， 相关国家深陷其

中， 剪不断理还乱。
马其顿宪法上的国名为马其顿共和

国， 而希腊则强烈反对马其顿使用这一

国名。 希腊认为马其顿擅用希腊文化的

象征与人物如维尔吉纳太阳和亚历山大

大帝， 窃取了希腊马其顿帝国的荣耀，
有对希腊北部提出领土要求的野心。 由

于希腊反对， 马其顿不得不以临时国名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加入联合

国及其他国际组织。
国名争议导致两国关系紧张， 1995

年 9 月， 马其顿与希腊在纽约签署临时

协议， 马其顿取消其国旗中的维尔吉纳

太阳图案， 并取消宪法中领土收复主义

的条款， 双方承诺在联合国支持下就国

名问题举行谈判。 联合国特别代表尼米

兹 2005 年提出 “马其顿共和国-斯科

普里” 作为正式国名， 希腊认为这一名

称可作为建设性谈判的基础， 而马其顿

直接加以拒绝， 并提出双重国名方案，
国际社会使用 “马其顿共和国”， 希腊

使 用 “前 南 斯 拉 夫 马 其 顿 共 和 国 ” 。
2006 年马其顿将斯科普里机场命名为

亚历山大大帝机场。 在马其顿与希腊的

谈判中 ， 曾出现过各种国名方 案 ， 如

“马其顿宪法共和国”“马其顿民主共和

国”“新马其顿共和国”和 “上马其顿共

和国”， 但均未达成一致。 2008 年希腊

以国名争议否决马其顿加入北约， 马其

顿丧失了 2009 年与克罗地亚、 阿尔巴

尼亚一同加入北约的历史性机会。 马其

顿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执政后

大兴复古之风， 以古马其顿历史人物命

名车站与机场， 并在主要城市竖立亚历

山大大帝雕像， 这被视为马其顿国家构

建的主要方式。 此举一方面进一步加剧

了与希腊的矛盾， 另一方面导致国内认

同古代马其顿的民众与认同斯拉夫文化

的民众之间的对立， 阿尔巴尼亚少数民

族甚至视之为将自己边缘化的手段。 在

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执

政期间， 由于国名争议陷入僵局， 马其

顿加入北约和欧盟进展甚微， 甚至陷入

停滞。
自 2017 年 6 月 1 日扎耶夫领导的

新政府组成以来， 新政府对内推动经济

改革 ， 打击腐败 ， 对 外 试 图 改 善 与 邻

国关系 ， 加快马其顿加入欧盟 和 北 约

的步伐 。 扎耶夫总理向希腊伸 出 橄 榄

枝 ， 表示希望尽快与希腊解决 国 名 问

题的争议 。 扎 耶 夫 强调马其顿应立刻

结束与希腊的敌对关系。 他表示， “建

立纪念碑和以历史人物对公路、 机场和

体育馆进行重新命名的时代已经结束。”
6 月 14 日 ， 马其顿外长迪米特洛夫与

希腊外长科齐阿斯举行会晤。 迪米特洛

夫呼吁希腊支持马其顿加入欧 盟 和 北

约， 而科齐阿斯称一旦国名问题得到解

决， 希腊将以一切方式支持马其顿加盟

入约。 解决悬而未决的国名争议似乎已

列入议事日程。
马其顿新政府之所以急切推动国名

问题的解决， 首先在于马其顿政府意识

到只有解决与希腊的国名争议， 马其顿

才可能加快加入北约与欧盟的步伐。 6
月 5 日， 黑山加入北约。 这刺激了八年

前丧失加入北约机会的马其顿， 迫使新

政府寻求加快加入北约步伐的 解 决 之

道。 马其顿在加入北约和欧盟上需要希

腊的支持。 其次， 游离在北约和欧盟之

外的马其顿成为西方与俄罗斯在巴尔干

博弈的场所， 马其顿需要在地缘政治上

寻找其归宿。 在过去 10 年马其顿在加

盟入约上进展缓慢， 俄罗斯则加强在巴

尔干的存在， 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巴尔

干国家的政治。 俄罗斯试图影响马其顿

政 治 ， 以 阻 止 马 其 顿 倒 向 西 方 。 在

2016 年 12 月的马其顿大选中， 俄罗斯

支持前总理格鲁埃夫斯基， 抨击西方支

持的扎耶夫 ， 指责西方企图瓜 分 巴 尔

干， 建立大阿尔巴尼亚。 扎耶夫总理则

呼吁西方关注巴尔干地区， 否则俄罗斯

将有更多空间扩展其利益。 马其顿新政

府试图通过解决国名争议问题， 实现加

入北约和欧盟的目标。 再次， 社会民主

联盟政府上台后需要有所作为， 展示其

不同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

主党的政策。 新政府上台后， 已经放弃

前政府的复古政策和对希腊的不妥协政

策， 与希腊、 保加利亚等邻国修好已经

成为新政府外交政策的优先重 点 。 最

后， 新政府推动国名争议的解决， 也有

以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稳定

国内政局的考虑 。 2001 年达成的 《奥

赫里德协议》 实现了国内和平， 为保障

阿尔巴尼亚族少数民族的权利奠定了基

础。 然而马其顿族与阿尔巴尼亚族之间

的矛盾， 以及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民族

统一民主党与社会民主联盟之 间 的 矛

盾， 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这造成马其

顿政治冲突加剧， 政治斗争暴力化。 执

政党期望通过解决国名争议， 消除加入

北约和欧盟的障碍， 以进一步稳定国内

政局， 避免国家陷入新的内乱。
扎耶夫领导的政府有解决与希腊的

国名争议的政治意愿， 并为此采取了一

些具体的政策措施。 然而， 要彻底解决

国名争议显然非一日之功。 如何应对在

野党以及国内民族主义者的抵制， 如何

在可能的全民公决中获得足够的民众支

持， 均是新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作为

争议的另一方希腊如何应对马其顿的善

意更值得观察。 马其顿拟议中的国名如

何与希腊可接受的马其顿国名匹配， 将

考验马其顿与希腊双方的政治智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

所研究员）

巴沙尔罕见出“远门”显示信心
叙利亚多地 ２５ 日举行开斋节活

动， 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也参与其中。
他前往哈马一处清真寺， 做了礼拜。
媒体报道称， 这是巴沙尔近年来在叙

利亚境内到过的最远城市， 显示了巴

沙尔对前景的 “信心”。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播出了巴沙尔

在哈马清真寺 出 席 开 斋 节 活 动 的 画

面。 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援引清真寺

宗教人士的话报道， 巴沙尔的到访表

明胜利 “为期不远”， 叙利亚恢复安

全局面指日可待。
叙 利 亚 冲 突 ２０１１ 年 爆 发 以 来 ，

巴沙尔从未公开前往哈马， 这里距离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约 １８０ 公里。 去

年， 巴沙尔前往霍姆斯出席了开斋节

活 动 ， 那 里 距 离 大 马 士 革 约 １４０ 公

里。
叙利亚冲突爆发之初， 巴沙尔曾

去过叙利亚北部重镇拉卡， 那里后来

沦为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

的大本营。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眼下已

打响对拉卡的总攻。
据联合国组织统计， 持续六年的

叙利亚冲突造成 ３０ 多万人死亡， ５００
万名叙利亚人流亡海外、 沦为难民。
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先后介入， 打击

叙利亚境内 “伊斯兰国” 目标。 不同

的是， 美国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
俄罗斯则支持巴沙尔政府。

路透社报道， 在俄罗斯和伊朗支

持民兵武装的帮助下， 战事开始朝有

利于政府军的方向发展。 政府军打击

“伊斯兰国” 之余， 也从反对派武装

手中夺回不少土地。
与 此 同 时 ， 随 着 打 击 “伊 斯 兰

国” 战事的推进， 不少西方国家软化

了此前一直要求巴沙尔下台的立场。
今年 ３ 月，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

森访问土耳其时表示， 不再坚持奥巴

马政府立场， 巴沙尔的去留应由叙利

亚人民自己决定。
法国新任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

龙本月 ２２ 日也宣布， 就叙利亚问题，
法国不再以巴沙尔下台为首要目标，
而是专注于彻底铲除恐怖组织并达成

叙利亚和平与稳定。
陈立希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伦敦还有至少６０栋“易燃”高楼
为预防高层公寓再次发生格伦费尔

大楼那样的火灾， 英国政府着手对全国

大约 ６００ 栋高层 建 筑 进 行 消 防 安 全 检

测， 截至 ２５ 日， 已发现 ６０ 栋高楼外墙

材料 “不合格”。
这一数字比政府一天前公布的 ３４

栋高不少。 美联社认为， 随着更多外墙

板样本送检， 存在火灾风险的建筑数量

可能会进一步攀升。
英国社区与地方政府大臣赛义德·

贾维德说， 所有房东和当地消防、 救援

部门已获知检测结果， “我们正同他们

保持联络， 支持并监督后续行动”。
伦敦西部高 ２４ 层的格伦费尔大楼

１４ 日凌晨突发大火， 几乎被烧成空壳，
至少 ７９ 人死亡。 火势蔓延速度之快令

人震惊， 疑点最终落在大楼翻修时使用

的外墙板上。 政府随后展开大规模消防

安全检测。

社区和地方政府部发言人说， 地方

政府将决定未通过检测的街区是否进行

人员疏散 。 路途社报道 ， 截至 ２３ 日 ，
伦敦北部已有大约 ４０００ 名居民被要求

搬家。
以伦敦卡姆登地区的查尔科茨居民

区为例，４ 栋塔楼在外墙、防火门 、煤气

管道、绝缘材料等方面存在风险。当地政

府 ２３ 日晚间下令 ６００ 多户居民搬家。
不过， 仍有大约 ２００ 名拒绝搬家。

当地官员乔治娅·古尔德说， “我最不

想做的事情就是强迫人们离开 自 己 的

家”， 但 “我会自己回街区去敲门， 同

他们对话”。
英国保险商协会发言人马尔科姆·

塔林说： “今年 ５ 月在对政府住房白皮

书的回复中， 我们提醒关注易燃外墙材

料， 它可能导致火情蔓延。”
陈丹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叙利亚总

统 巴 沙 尔·阿

萨德在哈马参

加开斋节活动

时受到民众热

烈欢迎。
东方 IC

庆祝香港回归图片展在东京举办
本报东京 6 月 26 日专电 （驻东京

记者丛云峰）6 月 26 日， 中国驻日本大

使馆举行庆祝香港回归 20 周年图片展，
我驻日大使程永华、 香港经贸代表处首

席代表翁佩雯和日本自民党副总裁、日

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 日本香港议员联

盟会长高村正彦及日本国会议员、 日中

友好人士等近百人出席了开幕式。
程永华大使在开幕致辞中指出，20

年前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设立香

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中华民族几代人

的夙愿得以实现， 同时也为世界树立了

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典范。 从

那时起香港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一国两制”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20
年来香港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香港经贸代表处首席代表翁佩雯女

士在发言中指出， 国家在 1997 年 7 月

1 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并通过 《基

本 法 》 落 实 “一 国 两 制 ” 、 “港 人 治

港”、 高度自治。 20 年来香港受惠于国

家的支持和高速发展， 继续繁荣稳定，
也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 香 港 凭 着

“一国” 和 “两制” 的双重优势， 成为

了国内外之间的 “超级联系人”。 国家

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 为香港带来

庞大的机遇， 香港会继续发挥 “一国两

制” 的优势， 作为国家最开放和最国际

化的城市， 配合国家的发展， 成为连接

国内国外的 “超级联系人”。
据悉， 本次展览为期五天， 展出反

映 20 年来香港发展变化以及介绍香港

本地风土人情的珍贵图片共计 60 余幅。
在使馆展览结束后， 所有图片将转往东

京中国文化中心继续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