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 7月 6日 星期日12 国际副刊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邮箱：jjrbdz@jjrbs.cn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15 印完时间：4∶15 印刷：

美国开心果有点不“开心”
□ 刘 畅

若 隐 若 现 的“ 手 ”
西方经济学家似乎一直对“手”有

所偏爱。

早 在 18 世 纪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亚

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就提出

了一个著名观点，即在组织良好的自

由市场经济中，个人的自利行为会通

过市场机制自发地调节生产和分配，

从而促进社会整体利益。这种机制就

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引导着

经济活动的运行，使市场成为一种“可

以不断地通过竞争将个人的贪婪转化

为社会一般福利的均衡机制”。

到了 20 世纪，美国企业史学家、

战 略 管 理 领 域 的 奠 基 者 之 一 艾 尔 弗

雷德·钱德勒又在其同名著作中提出

了 一 个 名 为“ 看 得 见 的 手 ”的 理 论 。

其主要观点是，在许多经济部门，管

理作为“看得见的手”已经在很大程

度上替代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的作用。

此外，还有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

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

论》中提出的“扶持之手”，以强调国家

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等。

今时今日，“手”的隐喻已经深深

嵌入西方经济学各学派的研究，货币

理论自然也不能免俗，这可能就是《货

币之手》书名的缘起。

本书的两位作者约翰·范·奥弗特

维德和斯汀·罗切均为比利时经济学

家。前者曾任比利时财政部部长，后

者曾任比利时财政系统的政策顾问，

二 人 都 是 金 融 和 货 币 事 务 的“ 圈 里

人”。在他们看来，西方经济学中各种

关于“手”的描述都适用于央行，但都

无法概括“21 世纪央行的本质”，二人

更倾向于使用“魔法”这个很不学术范

儿的表述。

神 秘 而 强 大 是 货 币 之 手 给 人 最

直观的印象。一方面，央行业务具有

极强的专业性，其所涉及的知识面非

常广、数据多且庞杂，推导模型也是

层出不穷。更关键的是，其具体操作

过程还尤其讲究对“度”和时机的把

握，难怪美国经济学家卡尔·布朗讷

将其称为“一门深奥的艺术”，而非一

项专业技能。另一方面，央行政策的

影响力极大。作者称，“央行行长就

像‘魔法师’”，其强大之处不仅在于

“能让宏观经济随着货币政策的指挥

棒起舞”，更重要的是，在危机时期还

能让央行充当“救世主（最后贷款人）

角色”。

这种“魔法”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危机，货

币 政 策 传 统 工 具 箱 的 局 限 性 显 露 无

遗，于是多国央行陆续推出了新的非

常 规 货 币 政 策 工 具 。 对 于 这 些 新 工

具，《货币之手》进行了大量批判性分

析。作者举例称，零利率政策让低效

企业苟延残喘，阻碍了创造性的发挥，

使经济运行患上了“僵尸综合征”；“树

懒综合征”则指监管改革滞后于金融

创新，使政策制定者沦为市场的被动

反应者；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央行

的“货币之手”虽然暂时拯救了濒临崩

塌的金融系统，却也埋下了债务膨胀、

资产泡沫与权力失衡的种子。

此外，作者还提醒，随着央行逐渐

获得货币赋予的超级权力，其政策独

立性也被相应地削弱。当非常规货币

政策被频繁使用，“想要改变惯有行

动，这是非常困难的”。所谓股市下跌

5% 即 触 发 降 息 的“ 鲍 威 尔 看 跌 期 权

（Powell Put）”，就是政策独立性被削

弱的一个缩影，“条件反射式的救市让

央行成了自己政策的囚徒”。

这应该也是作者将央行政策形容

为货币之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市场

预期与货币政策形成了强绑定，就相

当于货币之手的“手腕”上多了一条绳

索 ，而 绳 子 的 另 一 头 不 一 定 在 谁 的

手里。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本书依旧认

为央行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是必要的，

但需要形成新的有效框架，使央行的

货币政策更具有针对性。作者称，当

今 世 界 各 主 要 经 济 体 普 遍 面 临 的 一

大挑战是“非常规货币政策和极高债

务水平形成的扭结”，而要解开这一

扭结，央行至少需要做到两件事，其

一是重新审视通胀目标，不必对 2%的

通胀率过于痴迷；其二是将更多影响

金 融 稳 定 的 变 量 和 参 数 纳 入 决 策

过程。

需要明确的是，本书虽然是一本

金融史著作，但其更多关注的其实是

金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探讨的

是 各 国 在 不 同 时 期 不 同 货 币 政 策 的

不 足 之 处 。 其 所 选 取 的 案 例 大 体 集

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分析框架也主要

基于西方流行的“现代货币理论”，

因 而 并 不 适 用 于 全 球 所 有 地 区 。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说 ， 这 本 书 可 以 被 视 作

一本入门指南，一方面其可以激发

读 者 对 央 行 以 及 货 币 政 策 的 兴

趣 ； 另 一 方 面 也 有 助 于 打 破 市

面 上 关 于 央 行 的

种 种 神 话 ， 让

央 行 更 有 力

有 效 地 调

控经济。

□ 肖 瀚

授人以

﹃
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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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方强

清晨 5 点，东非高原的

空气中还带着些许寒意。在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

巴 的 郊 区 ，29 岁 的 米 基 亚

斯·塔德塞正带着工人们采

摘平菇。一个多小时后，一

辆皮卡准时到达他的农场，

1000 多斤平菇顺利装车，随

后被运送至首都的超市和菜

市场。塔德塞告诉记者，以

往购买蘑菇的大多是生活在

埃塞的中国人，而现在蘑菇

也越来越受当地家庭欢迎。

在 多 数 埃 塞 人 的 观 念

里，蘑菇通常生长在野外的

草地上和森林里，具有一定

毒性，不可食用。

2022 年，塔德塞第一次

与蘑菇结缘。那时，他在一

家中国公司承建的公路项目

营地里担任司机。在营地后

院，他第一次见到了长满平

菇的菌菇棒。“出于好奇，我

决定尝试一下中国厨师准备

的 蘑 菇 菜 肴 。 令 我 惊 讶 的

是，我很喜欢这道菜。”塔德

塞回忆道。

除了着迷于蘑菇的新奇

口感，塔德塞还意识到，蘑菇培育较

为简单、生长周期短、营养价值高，在

丰富埃塞俄比亚人的饮食选择方面

有着巨大潜力。于是，学习食用菌培

育的想法在这位埃塞年轻人心中逐

渐生根发芽。

然而，初为蘑菇培育者，塔德塞

就面临着产量低下的挑战。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中国同事向他推荐

了中国援埃塞俄比亚高级农业

专家组成员、食用菌专家郑艾

宝。郑艾宝听闻塔德塞的情

况 后 ，从 原 料 处 理 、菌 种 制

作、菌袋培养以及出菇生产

等 方 面 对 他 进 行 了 专 业 指

导，并帮助他对蘑菇场进行

了全面技术改造。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埃

塞俄比亚了。我很高兴看到

中国的食用菌技术在这里的

农场扎根。”59 岁的郑艾宝

说。他来自河北省怀安县农

业农村局，目前已经为当地

5 个食用菌农场提供了技术

支持。同时，他还在推广适

合埃塞俄比亚环境气候条件

的食用菌新品种。

郑艾宝说，埃塞俄比亚

是非洲的农牧业大国，年平

均气温 16 摄氏度左右，非常

适宜栽培食用菌。“发展食用

菌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农牧业

副产品，还能促进城乡剩余

劳动力就业，创造经济效益，

改善生态环境，可以说是一

个 低 耗 高 效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产业。”

目前，塔德塞农场里的

蘑菇大棚已增加至 4 个，每

个大棚面积在 200 平方米至

300 平方米之间，种植品种

包括平菇、榆黄蘑、杏鲍菇等。因为

需求旺盛，他还计划扩大培育规模，

让美味的菌菇菜肴被端上更多埃塞

家庭的餐桌。由于起步较早且管理

得当，塔德塞的农场甚至吸引了当地

不少蘑菇种植者前来参观学习。

据了解，2024 年 8 月 23 日，中国

援埃塞俄比亚第四期高级农业专家

组 8 名农业专家抵达亚的斯亚贝巴，

开展畜牧兽医、蔬菜园艺、食用菌及

菌草、农业机械、作物种植等领域的

调研、试验、示范、培训和减贫示范村

建设等工作。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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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很多年里，开心果一直混迹

在全球干果版图中，不温不火又不可或

缺，主打一个低调“人设”。2023 年，它

乘着短视频的东风意外走红，瞬间成了

全球零食界的新宠，身价也肉眼可见地

暴涨。可到了今年，情况又急转直下。

依旧咧着嘴的开心果，还开心得起来吗？

开心果全球产业链一直保持高度

集中的格局。根据国际坚果和干果理

事会此前发布的报告，全球开心果市

场长期“三足鼎立”，美国、伊朗和土

耳其三大产地的开心果产量占全球总

产量的 85%以上。其中，美国凭借加

利福尼亚州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现

代化农业管理模式，占据了约 45%的

全球市场份额；伊朗作为开心果的原

产地，保持着约 35%的份额；土耳其

则以约 10%的份额居第三位。这种格

局维持了近 30 年。

在消费端，欧盟和中国一直是最大

进口方。欧洲人习惯将开心果加入冰淇

淋和烘焙食品中，中国则是后起之秀，

不仅餐前小食，甜品、饮料甚至一些创

意正餐都成了开心果起舞的舞台。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原本平静的开

心果市场，竟然会被一款巧克力所扰动。

2023 年 底 ， 一 款 由 开 心 果 奶 油 、

切碎的酥皮和牛奶巧克力制成的迪拜巧

克力，因一条 TikTok 视频一夜爆火。

迄今为止，这条视频的浏览量已达 1.2

亿次。居高不下的热度让这款原本小众

的巧克力迅速成为全球爆品，同时也让

其主要食材开心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高光时刻”。

“迪拜巧克力”的走红，对开心果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价格的大幅上涨。有

坚果贸易商表示，过去一年里，开心果

国际市场价格从 7.65 美元/磅 （0.454 千

克） 上涨至 10.30 美元/磅，涨幅高达约

35%。这种爆发式增长直接导致开心果

市场出现了“囤货潮”，“合理库存”一

词似乎一夜之间就从产业链各环节的经

营理念中消失了，管它用得掉用不掉，

“先买为敬”。席卷全球的浪潮彻底扰乱

了开心果市场的供需平衡，供不应求成

了业界最头疼的事。

需求与价格的同步上涨激发了供给

端的热情。美国农业部发布的 《全球树

坚 果 市 场 与 贸 易》 报 告 显 示 ， 2024

年，全球开心果产量上升了 40%以上，

达到创纪录的 110 万吨；出口量同比增

长近 55%，达到创纪录的 63.4 万吨；消

费量则增长了 30%，达到创纪录的 100

万吨。连着 3 个“创纪录”，让开心果

果农、开心果加工厂商，全都像开心果

一样笑得“咧开了嘴”。

这场由一款巧克力引发的市场变

动，犹如一颗石子投入湖中，其所产生

的涟漪不仅影响了坚果贸易，还在相关

领域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

应。比如，巧克力产业

的产品格局就发生

了 明 显 变 化 。 目

前 ，雀 巢 、瑞 士 莲

等国际品牌均已推出仿制款迪拜夹心巧

克力，瑞士莲一款相似产品刚上架 Tik-

Tok 商 城 72 分 钟 就 被 网 友 抢 购 一 空 。

在线下，众多甜品店也将这款巧克力加

入自家的推荐榜单。有甜品店称，如今，

能不能推出一款满是开心果的产品，已

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品牌能力的象征：

“看，我家的甜品加了这么多开心果，我

家的供应链有多靠谱，这还用说吗？”

然而，“果”生如人生，总有许多

美好无法挽留。迪拜巧克力带来的热潮

还未降温，贸易政策的变动又给市场兜

头泼了一瓢冷水。

2025 年 4 月 2 日，美国政府宣布对

所有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

引发一系列反制措施，美国开心果市场

价格预计将上涨 30%至 50%，直接导致

市场竞争力骤降。

这么贵的开心果必须吃吗？这么贵

的甜品必须买吗？肚子的答案是可以缓

缓，钱包的回复是敬谢不敏。

相关数据显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

里，约 9 万吨开心果突然失去了主要市

场。加州开心果协会初步估计，这次加

征关税举措可能导致加州开心果产业损

失超过 10 亿美元，直接影响 2.5 万个就

业岗位。

面对市场份额可预见的流失，美国

开心果产业正在积极寻觅新的市场，中

东、印度等地均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地

区。然而，这些市场要么已经有自己合

作多年的供应商，要么自家就生产开心

果，要么就是消费能力有限，美国开心

果产业仓促掉头，效果想来不会太好。

与此同时，伊朗和土耳其等开心果

生产国则看到了机会。伊朗开心果的生

产成本比美国低 30%左右，即使在没有

关税优势的情况下，价格也更有竞争

力。土耳其也是类似情况。目前，两个

国家均加大了开心果出口力度，开心果

果农笑得很开心。

事实上，美国开心果产业面临的困

境还不止于此。除了众所周知的市场因

素、人为政策，自然因素同样在“改写

规则”。资料显示，加州连续多年的干

旱已导致开心果种植成本大幅上升。为

应对这一问题，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

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正致力于培育和选

育更耐旱的开心果品种。同时，不少种

植户也表示，会根据自家农场的水资源

状况和土壤条件，调整种植区域，优先

在水资源相对丰富或保水性能较好的地

区种植开心果。

从长远来看，全球开心果市场的多

元化发展必然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多优质

且价格合理的选择。但对于美国生产者

和贸易商来说，短期的慌乱仍不可避

免。如何在复杂的市场环境、贸易环境

与自然环境中找到生产与销售的平衡，

将是他们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