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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世界经济形势以欧洲主

权债务危机继续发酵、美国经济复苏

乏力及“财政悬崖”负面影响不断扩

大、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为最大

特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仍存诸多不

确定性因素。时近年底，从各项经济

指标数据中人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

经济低迷不振，甚至陷入二次衰退。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发达国家虽然出

台了多项应对措施，但收效甚微。因

此，无论是国际权威机构还是民间人

士，均不看好发达国家明年乃至中期

经济前景，难以乐观。

一年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

纷纷出台了新的财政政策，或紧缩预

算，或增加公共开支用于专项刺激举

措 ，旨 在 开 源 节 流 ，推 动 经 济 增 长 。

2012 年，美国继续实施小布什政府时

期制定的财政政策，但围绕这项政策

年底到期后如何调整的谈判引发了驴

象两党激烈辩论，致使美国濒临“财政

悬崖”。今年 1 月，欧盟领导人就新欧

元区财政公约的内容细节达成基本共

识，同意将欧洲稳定机制和欧洲金融

稳定工具的放贷资金规模上限提高到

7000 亿欧元，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向欧

元区成员国提供救助贷款。此后，欧

盟相继提出了加强财政经济联盟的新

计划草案，设定各成员国年度财政预

算上限、中期发行共同欧元债券、筹建

欧元区“财政部”等措施。11 月底，日

本政府连续推出了两轮财政刺激计

划，拨款总额上万亿日元。此外，英国

和法国也在紧缩与刺激增长之间艰难

地寻求财政平衡，但效果不彰，总之，

发达国家今年为刺激经济增长在财政

政策上所作的加减法收效甚微。不仅

于此，为增加财政收入，下半年以来，

美英法等国拟增加富人税收的计划，

更是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和富人移民

潮。

在财政政策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

情况下，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了量化宽

松货币政策，以期刺激经济增长。截

至目前，美欧日等国央行基准利率(或

主导利率)均接近于零或历史最低位，

继续下调利率已无空间。于是，发达

国家大多采用了量化宽松政策，旨在

增加贷款融资、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

长。其中，美国分别于今年 10 月和 12

月实施了第三轮和第四轮量化宽松政

策，每月购买总额为 850 亿美元抵押贷

款支持证券，以促进就业，刺激经济增

长。欧洲央行则在今年 2 月通过第二

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向欧洲银

行系统注入了 5295 亿欧元，加上去年

12 月第一轮提供的 4890 亿欧元贷款，

欧洲央行两次向银行系统注入的资金

总额已经超过 1 万亿欧元。9 月，欧洲

央行理事会决定实施“直接货币交易

（OMT）”计划，重新购买欧元区成员

国国债，以此来降低相关成员国政府

的借贷成本，抑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进一步恶化。从 9 月起，日本央行连续

两个月采取了扩大量化宽松规模的举

措，但未见明显效果。

随着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及复苏乏

力，发达国家除德国就业状况良好外，

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恶化。美国劳工

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0 月份美国

非农业部门失业率较前月上升 0.1 个

百分点，升至 7.9％，虽然比 2009 年 2 月

的 8.3％有所下降，但仍处历史高位。

欧元区和欧盟今年 9 月的失业率分别

高达 11.6%和 10.6%，毫无缓解迹象。

与此同时，日本的失业率也出现了上

升趋势。

为扭转就业状况不断恶化的势

头，各国相继采取了促进就业增长的

措施。美国推出了就业一揽子计划，

其中包括总额达 7870 亿美元的经济刺

激方案，实行就业促进法案及失业救

助法案，向雇佣新员工的雇主提供税

项优惠，以及总额高达 1490 亿美元的

失业救助法案，延长失业保险和失业

者医疗保险等。欧盟则推出了“新技

能新工作”就业计划。例如，法国政府

就推出了“未来就业合同”和“代际合

同”，旨在帮助那些 16 岁至 25 岁没有

或者缺少技术专长的年轻人就业。

不过，发达国家一年来的经济表

现并非乏善可陈。今年以来，美欧对

外贸易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在出口

持续增长的同时进口不断减少。日本

例外。日本因内政外交等负面因素影

响，对外出口大幅下降，尤其是对中国

出口降幅较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冲击下，

2012 年发达国家为增加贸易出口，促

使经济回暖，不惜采用贸易保护主义

手段，使用与世贸组织规则相悖的国

内法律、环保等非贸易壁垒等方式，打

压发展中国家商品出口，以此换取自

身贸易出口增长，缓解经济困局。这

种保护主义手段，不仅不可持续，而且

损人不利己，必须加以遏制。

展望明年，发达国家经济前景依

然不容乐观。美国经济虽然出现增长

趋势，但增速缓慢，且不确定因素尚

存。欧盟经济短期内增长基础十分脆

弱，增长前景依然比较黯淡。预计欧

盟经济可能会从 2013 年开始出现缓慢

复苏，并将逐步恢复增长。日本经济

目前难以预期，除了经济上的内外不

确定因素外，国内政治局势及政策走

向都是未知数，因而日本经济前景不

确定性很强。

发达国家经济低迷不振
□ 梁图强

美国

GDP增长率：2.7%

贸易逆差：422亿美元

失业率：7.7%

消费者信心指数：74.5

德国

（2012年第三季度）

（2012年 10月）

（2012年 11月）

（2012年 12月初值）

很多国际机构对美国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预

测在1.9%至2.2%之间。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
迈着缓慢的步伐穿越2012年走向2013年，处于经济
完全复苏前夜的“阶段性疲软期”。但目前，美国“财政
悬崖”问题悬而未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经济复
苏的速度。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近期表示，美国经济只
是缓慢增长，真正复苏至少仍需数年时间。

受欧债危机影响，德国经济今年前三个季度增长
率由高到低逐步下降，分别为0.5%、0.3%和0.2%。德国
经济部长勒斯勒尔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动荡，但德国经
济不会衰退，仍将保持强有力的状态和结构性的坚实
基础。随着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反弹，德国经济也将
活力再现。德国最新经济景气指数好于预期，表明欧
元区核心国家处于健康的发展道路。

随着全球经济减速导致出口低迷，造成第三季
度日本 GDP 急速下滑，日本经济进入衰退局面。日
本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长期持续的日元升值，已
使日本电子产业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大大降低。
即使海外经济复苏，日本经济也很难通过扩大出口
分享“红利”。

新加坡政府近期将2012年经济增长目标从1.5%
至2.5%调低至1.5%左右，是因为政府对能否实现1.5%
的增长目标信心不足。受房价、车价和企业成本攀升
推动，新加坡通胀水平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明年，新
加坡经济仍将不得不面对“全面成本结构上涨”，通胀
压力可想而知。

丹麦仍处于经济危机中，复苏过程非常缓慢。虽
然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略有增长，但这样的数字
并不乐观。整体上看，丹麦2012年经济增长将非常
微弱。对于明年的经济，丹麦央行近期下调了增长
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敦促丹麦政府及时采取
直接刺激措施提振经济。

英国秋季财政报告显示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在当
前经济萎靡不振和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政府
不得不继续勒紧“裤腰带”，进一步采取削减开支和增
加税收的措施。英国首相卡梅伦曾警告过英国经济的
严峻性。他说，在全球经济动荡的风浪中，英国“要么
游上水面，要么被淹死”。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
也表示，英国经济的复苏之路将缓慢而艰难。

2012年，法国经济总体上仍延续疲软性复苏局
面，经济基本面实际水平仍低于政府预期。尽管在
葡萄酒、奢侈品等传统出口领域仍保持较旺盛的生
产势头，但总体上仍难觅能有效支撑经济回暖的增
长点。当前，法国政府在尽力寻找经济复苏支撑点、
提振经济竞争力的同时，也正在努力寻求解决失业
问题的良方。

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和内需萎缩，韩国建筑业、
制造业、农林渔业和设备投资等方面均表现低迷，导
致第三季度经济同比和环比增幅均低于预期，预计
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很难达到韩国央行2.4%的预
估水平。对于来年的经济预期，韩国民众也并不乐
观，多数人认为明年经济增长率与今年相似或更低。

虽然受到欧元区债务危机影响，奥地利经济增长
今年低于预期但总体上看，该国经济增长前景仍较为
乐观，居民消费保持稳定，而发达的旅游业更是为危机
中的奥地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较低的失业率，坚实
的实体经济基础和企业的创新能力，确保了奥地利在
危机当中能够保持较为乐观的经济增长预期。

匈牙利2012年实施的经济政策重点是：调整法律
和法规，紧缩财政，加强国际合作，吸引外资，增加税
收，满足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匈的要求，以争取
获得贷款。其最新通过的2013年预算案坚持了严格
的预算赤字目标，旨在进一步削减公共债务，但要实现
目标，并不轻松。

GDP增长率：0.8%

通胀率：1.9%

进出口总值：5007亿欧元

失业率：6.5%

（2012年预计）

（2012年 11月）

（2012年第三季度）

（2012年 11月）

GDP增长年率：-3.5%

失业率：4.2%

通胀率：下降0.4%

进出口总额：103435亿日元

（2012年第三季度）

（2012年 10月）

(2012年 10月）

（2012年 10月）

GDP增长年率：1.5%

失业率：1.9%

通胀率：4.5%

外汇储备：2558亿美元

（2012年预计）

（2012年第三季度）

(2012年预计）

（2012年 11月）

GDP增长率：0.1%

通胀率：2.3%

可支配收入：13672亿克朗

失业率：4.8%

（2012年第三季度）

（2012年 10月）

（2012年前三季度）

（2012年 10月）

GDP增长率:下降1%

通胀率:5.2%

进出口总额：1470.6亿美元

失业率:10.8%

(2012年预计)

（2012年 11月）

（2012年前10月）

（2012年10月）

GDP增长率：0.7%

贸易逆差：56.4亿欧元

通胀率：2.8%

失业率：4.3%

GDP增长率：1.5%

失业率：3%

通胀率：3.3%

进出口总额：8885.1亿美元

（2012年第三季度）

(2012年 11月）

（2012年 11月）

（2012年前 10月）

GDP增长率：0.2%

通胀率：0.2%

失业率：10.3%

主要行业景气指数：86

(2012年第三季度）

（2012年 10月）

（2012年第三季度）

（2012年 11月）

GDP增长率：1%

通胀率：2.6%

基准利率：0.5%

失业率：7.8%

（2012年第三季度）

（经合组织11月底预测）

（历史最低）

（2012年 9月）

被称为伦敦第二金融城的金丝雀码头位于东伦敦的泰晤士河边，2012 伦敦奥运会技术操作中心便设立在这里。奥

运会的举办给这里带来了商机，推动了房价上扬。 本报驻伦敦记者 王传宝摄

右图 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市中心

的斯蒂凡广场商业区，每天都挤满了来自

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消费者。谢 飞摄

下图 德国柏林新建的联邦总理府

在每年两天的“政府开放日”中接待市民

和游客。 魏爱苗摄

上图 在圣诞集市上，

法国人的节日热情未因经济

危机而变淡。 胡博峰摄

本版编辑 李红光 数据整理 本报驻外记者 张 伟 王传宝 魏爱苗 胡博峰 鲍显铭 杨 明 陶 杰 谢 飞 关晋勇 刘 键 版式设计 邵 颖

日本

新加坡

丹麦

英国

法国

韩国

奥地利

匈牙利

（2012年第三季度）

(2012年前三季度）

（2012年 10月）

（2012年 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