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受欧债危

机持续发酵影响，东欧国家经济在 2012 年

呈现出衰退走势。虽然东欧国家经济增

长存在不平衡性，但总体来看，欧债危机

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仍有扩大趋

势。2012 年，东欧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呈

现出总体萎缩趋势，投资和消费出现进一

步萎缩的迹象，特别是匈牙利、捷克等国

受欧债危机拖累更为明显。

专家分析认为，东欧新加入欧盟的国

家一直受惠于欧盟统一市场，已经形成了高

度依赖欧盟市场的经济结构。匈牙利、捷

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对

外贸易主要对象都是欧元区国家或欧盟其

他成员国。这种高度依赖区内出口的经济

结构近几年来因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影响受

到了较大冲击。随着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发

展，欧元区国家的国内需求普遍降低，直接

导致新入盟国家对欧元区国家出口出现一

定程度的萎缩。

令东欧经济雪上加霜的是，外国投资

在最近几年将资本大量撤出东欧国家，导致

这些国家 2012 年的投资相对不足。据统

计，西欧大型金融机构从 2011 年中期到

2012年中期，总共从东欧地区撤出了700亿

美元（约550亿欧元）的投资，这一金额相当

于整个东欧地区经济总量的4%。在东欧国

家，来自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的金融机构

投资占有很大比例，这些金融机构的撤资，

对一些东欧国家的影响十分明显。

随着欧元区债务危机的不断发展，东

欧国家也逐步受到了冲击。斯洛文尼亚、

匈牙利和捷克等国 2012 年主权债务状况

纷纷恶化，令市场悲观情绪不断上升，该

地区国家融资成本出现明显上升。

斯洛文尼亚曾被认为是欧元区的“优

等生”，该国在财政和政府公共债务等方

面的状况一直较好。但自欧债危机爆发

后，斯洛文尼亚债务状况逐步恶化。该国

财政赤字从 2007 年的零赤字增加到 2010

年的 5.6%，公共债务则由 2007 年的 23%上

升到了 2011 年的 45%。2012 年 8 月份，美

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该国主权信用评

级连降三级，由 A2 级直降到 Baa2 级，该国

主权债务状况再敲警钟。

除此之外，匈牙利和捷克的债务状况

也令人堪忧。从 2012 年开始，大批匈牙利

居民开始从银行中取出存款，转而投向其

他渠道。同时，外界对匈牙利的经济形势

也普遍持悲观态度。斯洛伐克、捷克等国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也出现了公共

债务迅速增长的趋势。斯洛伐克的公共

债 务 已 经 从 2008 年 的 27.9% 增 长 到 了

2011 年的 43.3%。捷克的公共债务 2011

年也达到了 40.8%。专家认为，随着东欧

国家在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开支不断增加，

各国的债务状况更是不容乐观。

分析认为，虽然目前东欧国家的公共

债务呈现出走高态势，但 2012 年东欧国家

普遍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措施以稳定财政，取

得了一定成效。尽管财政紧缩措施将会给

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影响，但保持财政稳定的

做法将对这一地区长期经济发展产生积极

作用。有鉴于此，相关分析对该地区的中长

期前景仍持乐观态度。近期，意大利联合信

贷集团表示，仍将会保持在东欧地区的投

资，这也显示了欧元区国家金融机构对东欧

市场仍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

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东欧国家失业率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

这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结构有着密切关

系。相关数据显示，匈牙利、捷克等国

的失业率普遍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分

析认为，虽然东欧国家的失业率水平较

希腊、西班牙等重债国相对较低，但对

东欧国家来说,经济基础较差，产业结构

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造成了失业率持

续升高。

东欧经济：连遭拖累趋向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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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债危机影响呈现扩大趋势

○ 主权债务恶化，公共债务走高

○ 多国失业率持续升高

世界经济带着诸多不确定因素步入了 2013 年。不过，在

2012 年最后一天，美国“财政悬崖”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结果，

人们的担忧暂时得以放下。在 2013 年的第一天，欧盟于去年

3 月制定的“财政公约”正式生效，在经济治理和财政联盟建

立进程中迈出了重要步伐。

在岁末年初之际，与上述两个好消息相伴的乐观信息包

括美国和中国一些经济指标好转，日本财政货币新政策初露

端倪等。但是，美欧日经济体系中的现行制度弊端依然无解，

比如美国“财政悬崖”只是暂缓“跳崖”，其税收机制改革依然

没有音信；欧盟的“财政公约”如何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还有

待观察。因此，已经露头的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仍是 2013 年世

界关注的焦点。由此，对于 2013 年的世界经济前景走势，出

现了悲观和谨慎乐观的不同看法，可谓喜忧参半。究竟如何

看待和判断 2013 年的世界经济走势，不妨先来看看新年第一

天全球股市开盘后传递出的“天气预报”。

从元旦后全球各地区股市陆续开盘情况看，主要股市大

都出现了开门红，且个别市场股指涨幅较大，十分抢眼。作为

经济的晴雨表，股市走强意味着全球经济基本面正在企稳。

虽然 2013 年全球经济仍面临诸多风险和复杂性，但整体市场

情绪正趋乐观，全球股市在开年势头向好，这或许意味着处于

寒冬中的世界经济传出一丝暖意。

不过，仔细观察亚洲股市新年开盘情况，不难发现其上涨

幅度不大，这一新年市场动向传递出的信息似乎表明，人们对

美欧乃至全球经济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

股市飘红传递乐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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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3 年元旦后，美国欧洲等地股市陆续开盘，受美国参众两院相继通
过“财政悬崖”解决议案及美国中国相关经济数据等利好消息提振，美欧股市大都在
首个交易日迎来了开门红。

1 月 2 日开盘后，纽约股市股指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比前一个交易日涨 308.41 点，收于 13412.55 点，涨幅为 2.35%。标准普尔 500 种股
票指数涨 36.23 点，收于 1462.42 点，涨幅为 2.5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 92.75 点，
收于 3112.26点，涨幅为 3.07%。

新年开市第一天，英国股市金融时报 100综合指数重返 6000点以上。由于美国
有关“财政悬崖”议案得以通过以及来自中国等市场的采购经理指数释放出积极信号
提高了投资者的信心，英国股市 1 月 2 日开市后上涨，当日收盘时金融时报 100 综合
指数收于 6027.37 点，上扬 129.56 点，这是“金时 100”在过去 17 周时间里首次站上
6000点大关。

法国股市第一天开盘表现抢眼，迎来了一轮 2.55%的单日涨幅，最终收报
3733.93 点。法国兴业银行和巴黎银行作为银行类股领衔此轮行情，单日分别有
5.33%和 4.4%的涨幅。分析认为，美国“财政悬崖”解决议案是推动法国股市在新年
走强的主要原因。在分析后市走势时，一项由 3100余名专业人士参与的调查问卷显
示，43%的人认为法国股市在 2013 年的总体升幅将达到 10%以上，38%的人认为升
幅在 10%以下。

1 月 2 日是德国法兰克福股市新年开盘第一天。DAX 指数以 7730 点开盘，开盘
伊始即比 2012 年底收盘价高出 1.6%。随后股指上升到 7761 点，比年底收盘指数高
出 2%。这是法兰克福股市自 2008 年 1 月以来的最高点，说明股市已彻底收复自金
融危机以来的全部失地。股市专家认为，美国就“财政悬崖”达成妥协是法兰克福股
市新年开盘飘红的主要原因。 （本报记者张 伟 王传宝 胡博峰 魏爱苗报道）

本报讯 亚洲股市新年开盘第一天普遍大涨，显现出投资者对美国众议院通过
“财政悬崖”议案的信心。

据报道，中国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2.89%；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1.71%；澳大利亚
S&P/ASX 200 指数上涨 1.23%；新加坡股市海峡时报指数上涨 1.09%。3 日中国
香港和澳大利亚股市继续上涨，并领涨亚洲市场。当天，澳大利亚悉尼股市 S＆P/
ASX200 股指涨幅为 0.74%，中国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涨幅为 0.37%。新加坡股市海
峡时报指数涨幅为 0.72%。只有韩国综合指数逆势下跌，收于 19764.78 点，涨幅
为 0.26%。

不过，投资者对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财政悬崖”解决议案的后续举措仍抱有审慎
态度，因此涨幅有限。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 1 月 2 日开市后大盘指数一路攀升，牛气冲天。
下午闭市时，大盘指数达到 40061.75点，升幅达 2.07%，创下了 17年来的最高点。前
40位的蓝筹指数股升幅高达 2.2%。

此间观察家认为，南非股市最近一直保持升势，新年开盘创历史新高，一是显示了投资
者对新兴市场的信心，二是反映了投资者对美国“财政悬崖”议案获得通过后的积极心态。

同样受美国“财政悬崖”暂缓“坠崖”和美股新年开市大涨等利好消息鼓舞，2013
年 1 月 2 日拉美主要股市新年开盘飘红，巴西 Bovespa 股指上涨 1598 点，涨幅
2.62%，以 62550 点高位收盘，是自 2012 年 4 月以来最高点。墨西哥 IPC 股指上涨
598.34 点，涨幅 1.37%，收于 44304.17 点，创历史新高。阿根廷 MERVAL 指数上涨
80.71 点，涨幅 2.83%，收于 2935 点高位。智利 IPSA 股指上涨 49.28 点，涨幅 1.15%，
收于 4350.66 点，是近 5 个月来的最高点。可见，拉美主要股市一扫去年年底起伏跌
宕的阴霾，反映出对新年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明显上升，充满乐观情绪。

（本报记者陶 杰 杨 明 马海亮 吴洪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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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来自

美国的啦啦队员在

英国伦敦参加新年

游 行 。 第 27 届 伦

敦新年游行当日举

行，今年的主题为

“向世界庆典之都

——伦敦致敬”。

王丽莉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蒋旭峰 樊宇） 美国供应管
理协会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去年
11月萎缩后，在去年 12月恢复增长。

报告显示，去年 12 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50.7，高于前月的 49.5。

报告显示，在 18 个制造业中，当月有 7 个行业实现扩张，
包括初级金属、电脑和电子产品等；包括机械、交通设备等在
内的 9个制造业行业出现萎缩。

本报维也纳电 记者谢飞报道：根据奥地利社会保障部
的最新数据，2012 年 12 月份奥地利失业总人数为 385438
人，较 2011 年同期增长了 6.9%。根据奥地利的计算方法，
2012 年 12 月奥地利失业率为 8.6%，而根据欧盟的计算方法，
奥地利 2012 年 12 月失业率为 4.3%，仍为欧盟内失业率最低
的国家。卢森堡以 5.1%的失业率位居第二，德国名列第三，
失业率为 5.4%。

50.7

美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恢复增长

波音启动波音中国学院

4.3%

奥 地 利 去 年 12 月 失 业 率 上 涨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日前，波音中国学院正式成
立。波音中国总裁马爱仑表示，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培训
项目，波音得以与中国航空业专家开展深入交流，收获了
宝贵的信息和经验，为支持中国航空业的持续高速发展起
到了积极作用。波音中国学院整合了波音自上世纪 80 年代
初期以来在中国提供的不同类别免费培训资源，涵盖了从
基层航空从业人员到高级管理人员的各种培训项目。迄
今，先后已有 4 万余名航空业专业人员参加过波音提供的
免费培训。

据悉，波音中国学院目前采用集中式管理方式。波音中
国在北京设有专人负责培训资源的整合，并与合作伙伴共同
设定培训方向。同时，波音在西雅图专门设立了来自于波音
领导力中心的课程管理团队。波音中国与波音美国总部共同
协作，借助波音领导力中心的培训优势，在中国开展并加强波
音中国学院的培训课程。

本版编辑 梁图强 廉 丹 郝 进

1月 2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内，工作人员和嘉宾在 2013年第一个交易日结束后鼓掌庆祝。 王 雷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