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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

世界经济带着诸多不确定因素进入了2013年，经济复苏前景依然渺茫。不仅于

此，开年以来，由于发达国家一直致力于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泛

滥，通货膨胀预期持续升高，竞争性汇率贬值四起，世界经济协调合作共克时艰的策略

和意愿面临被搁置的危险。本版今日刊出“关注各国政策 把脉复苏进程”以飨读者。

关注各国政策

把脉复苏进程

当前，美国经济正面临复苏乏力、社会分化加剧、两党
严重对立等重大挑战。近期各项数据显示，美国经济继续
温和增长，虽然尚未进入全面复苏，并且常为两党政治斗争
所干扰，但与欧洲、日本相比，其经济增长前景略胜一筹。

实现经济复苏 解决就业问题

奥巴马首次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时表示，自从发生金融
危机以来，美国企业已创造了 600 多万个就业岗位，汽车
销量达到 5 年来最高水平，原油进口依赖度降至 20 年来最
低水平，住房市场正在回暖，股市也在反弹，未来应通过改
革税收制度、鼓励制造业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多项
措施促进美国经济发展。

日前，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2013 年总统贸易政
策议程》报告，提出继续推进五年出口翻番计划、跨太平洋
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
判等工作重点，旨在打开美国出口市场和维护美国在国际
贸易领域的领导地位。另外，为启动名为“跨大西洋贸易
与投资伙伴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美国与欧洲将正
式开始其各自“内部程序”，美国期待该协定将为双方带来
巨大经济利益。

分析人士指出，奥巴马在第二任期的核心目标是实现
经济全面复苏和进一步解决就业问题，施政重点主要包括

巩固和发展制造业，发展新能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科技革新和应用，增加教育投入，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削
减预算赤字（未来十年削减 4 万亿美元预算赤字），继续推
动出口倍增计划，加强金融监管、继续贯彻金融改革法案，
推动税收、医疗、移民等领域的改革等内容。

美国商务部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
美国实际GDP按年率计算微增0.1%，表现略好于1月公布
的萎缩 0.1%的首次估测值。当季美国经济增速为 2011年
第一季度以来的最弱表现。2012 年美国经济实际增长
2.2%，增幅大于 2011 年的 1.8%，但小于 2010 年的 2.4%。
该报告显示，去年第四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近70%的个人
消费开支当季增长2.1%，联邦政府开支减少14.8%，美国出
口下降 3.9%，非居民住宅固定投资上升 9.7%，住宅类固定
投资增长17.5%。分析人士指出，最近几个月的数据表现良
好，美国经济的下行风险已经降低。

启动强制减支 复苏前路漫长

由于民主共和两党僵持不下，美国政府与国会未能就
减赤协议的替代性措施达成协议，3 月 1 日奥巴马签署了
自动减支令，正式启动强制性支出削减机制，指示联邦机
构开始实施全面支出削减措施，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预算削
减行动由此展开。白宫和国会以及 20 多个联邦机构在未

来七个月将收缩预算，以削减大约 850 亿美元的预算资
金。减支规模虽然仅占年度联邦支出的 2.4%，但涉及
面广，国防、外交、教育、医保、交通运输、住宅市场等众
多领域将受到影响。市场调查机构指出，受财政紧缩措
施打击，美国经济在今年前两个季度中都将处于零增长
甚至负增长的状态，可能导致该国整体失业率重返 8%
之上。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 6 日通过本财年（截至
2013 年 9 月底）下半年的联邦政府预算临时拨款议案，
以避免美国联邦政府在 3 月底出现关门危机，但是，该
议案保留了 3 月初启动的本财年联邦政府削减 850 亿美
元开支的内容。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表示，当前美国经济增速缓
慢，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美国为加速经济复苏，应当打造
新的经济增长战略。当前美国的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已经
降至历史低位，不能用削减政府赤字的方法来促进私人投
资，涉及政府各部门的大规模开支削减计划将会影响美国
的经济增长和军队的应变能力。美国当前还需要推动企
业所得税改革，加大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房地美对潜在
购房者的贷款帮助，通过加快天然气开发等途径来支持能
源行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是经济政策的终
极目标，应该成为当前美国经济讨论的核心，财政赤字不
应是政策制定者的核心关切。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美国经济略见起色，但在失业率
仍接近 8%的情况下，美国经济距离全面复苏尚有距离。
为刺激经济复苏，美联储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已实施
数轮量化宽松政策，资产负债表规模已扩大至 3 万亿美元
以上。美联储长时间的宽松货币政策引发了输出通胀和
货币战争的担忧。美联储内部对量化宽松政策的分歧增
大，虽然主席伯南克重申将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但也表示
将很快对其进行评估，探讨退出策略。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美国：经济尚未全面复苏
宽松政策分歧增大

世界经济带着诸多不确定因素进入了 2013 年，全球

经济复苏依然缓慢。不仅如此，开年以来，由于发达国

家一直致力于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

泛滥，通货膨胀预期持续升高，竞争性汇率贬值四起，世

界经济缺乏协调合作的特点凸显。在这一背景下，美国

经济正面临复苏乏力、社会分化加剧、驴象两党严重对

立等重大挑战。尽管欧债危机有所缓解，但欧洲除德国

外，众多国家经济仍然深陷困境之中。

今年以来，美欧国家大都继续采用财政金融货币政

策应对这一局面。其中，美国为了实现其出口倍增计

划，在继续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的基础

上，又推出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等举措，获

得了欧盟的积极响应。不过由于美国驴象两党在减赤

增税问题上僵持不下，致使美国不得不从 3 月 1 日起启动

自动减支令，这将给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带来诸多不利影

响。在欧洲，德国的做法与众不同，不仅没有一味紧缩，

反而是注重减轻公民和企业税收负担，以此刺激内需增

长，进而追求长期和稳定的增长。在亚洲国家中，日本

和韩国新政府相继走马上任，并推出了各自新的经济政

策。其中日本推崇量化宽松政策，旨在增发货币，降低

汇率，促进出口。这一政策效果如何，外界普遍持批评

态度。韩国新政府的经济新政策前景如何尚需一段时

间后方能见分晓。

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做法令人印象深刻。为了应对

外部不利环境影响，尽快走出低谷，振兴经济，新加坡政

府推出并开始实施了 1980 年以来的第二次经济转型，旨

在大力发展新兴行业，特别是那些能够创造更高价值的

行业，以确保能够继续成为全球高端制造业的重心之

一。新加坡的这一战略不仅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

来的眼前经济困难，更是以本轮经济危机为契机，着眼

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标本兼治。这种战略值得各国关

注并借鉴。

今年 1月 16日，德国联邦经济部公开发表了联邦政府
2013 年度的经济报告。这份题为“竞争力是德国和欧洲
增长与就业的关键”的报告称，“国外经济对德国经济的助
推作用今年明显不如去年”。2012 年德国出口增加了
4.1%。今年的出口预计增长率只有 2.8%。德国政府据此
得出结论，国内经济的活力“尤其要靠内需来支撑”。

经济政策制定立足
长期和稳定的增长

德国的经济政策是追求“长期和稳定的增长”，即眼前
利益必须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就是说，经济的增长不能
以牺牲长远的发展为代价。长远的发展需要国家拥有一个
健康的财政。不仅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而且包括社会
保障方面的开支，皆不可寅吃卯粮，至少要保持在可控或合
理的范围。否则积重难返，也就谈不上长期和稳定的增长。

在德国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不是日趋减少，而
是愈滚愈大，必然影响金融市场对该国的信任，其借贷成
本自然会水涨船高。当一国在金融市场借不到钱或借贷
成本无法承受时，危机也就发生了。欧盟成员国希腊上演
的就是这样的悲剧。不幸的是，西班牙和意大利也有可能

步希腊的后尘，让悲剧再现。
这就是德国和欧盟为何屡次顶撞美国要其扩大财政

开支以振兴经济的缘由。尽管由于欧洲央行的努力，欧洲
债务危机的形势有所缓解，但普遍认为那是治标不治本的
权宜之计。要治本还是需要努力维持国家财政的平衡。
同样在国际或外部环境不理想、德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
下，德国政府依然没有放松整顿财政的努力，而是在经济
增长和整顿财政之间寻求平衡。

为公民减税
给企业“松绑”

那么，在不增加财政开支的前提下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呢？德国的做法是减负，即减轻公民和企业 80 亿欧元的
税收负担。从今年元月 1 日起，德国政府调低了企业和个
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的比例，取消或废除了公民看病每
季度需交纳 10 欧元的就诊费，此外还调高了免征税收的
额度。免征税的额度不仅关系到工资或收入所得税，还应
涉及到资本或利息税。

按照现有政策，德国每人每年有 800 欧元的免税额，
主要涉及银行存款每年获得的利息或炒股获得的收入，超

过部分的额度需交纳 25%的“资本税”。两个人的家庭，每
年的免税额度是 1600 欧元，其余部分按 25%的比例缴纳
资本税，以此类推。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调高免税
额度对于低收入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来说，等于增加了“可
支配收入”。他们在银行的存款基本上不用纳税。

减税表面看似减少了国家收入，进而影响到国家收支平
衡。但稍加分析就可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德国去年四大
社会保障收支盈余170亿欧元，2011年盈余159亿欧元。根
据当今流行的经济理论，企业库存为“零”是最佳状态。对于
生产来说，库存意味着增加成本。对于资金的管理来说，库
存同样意味着风险。当年收入当年支出最为理想。这样不
仅没有资金的浪费，而且还可促进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降低企业和个人缴纳养老保险金的比例以及取消公
民看病的就诊费，实际上减少的只是社会保障方面的收
入，对于政府的财政并没有影响。缴纳养老保险金的比例
虽然降低了，但在目前盈余状态下并不影响支出。减少养
老保险金收入的目的在于让收支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
展。这样的调整可以释放出几十亿欧元的购买力，对于亟
待振兴的国内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此外，免税额
度的提高也让政府受益匪浅，因为社会底层通过扩大日常
开支又增加了政府消费税或增值税的收入。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统计结果，今年 1 月份
德国零售总额比去年 12 月份增加 2.9%，为 2006 年 12 月
以来的最大月增幅。当然这不完全是政府政策调整的结
果。就业率高、工资收入增加以及通胀下降等都在其中发
挥了作用。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德国政府减负的措施也
发挥了作用并收到了良好成效。德国零售商协会认为，今
年德国的零售总额预计将比去年增加 1%。

（本报驻柏林记者 魏爱苗）

德国:提升经济活力
还得内需支撑

面积只有 710 平方公里、人口 518 万的新加坡，如今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 5.9 万美元。新加坡之所以能够
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经济发达国家，经济转型
功不可没。

提高企业竞争力
不走恶性循环路

为了尽快走出低谷，振兴经济，新加坡政府根据经济战
略委员会的报告，开始了自1980年以来的第二次经济转型，
将2010年至2020年的年均生产力增长目标定在2%至3%，
以减少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新加坡
政府在不久前出台的 2013年财政预算中明确重申，政府不
能再延缓经济重组和转型的步伐，不能继续走低生产力、低
工资以及低利润的恶性循环之路，这最终将使新加坡企业完
全失去竞争力，而工资水平也将停滞不前。为此，新加坡政
府在预算中反复强调，一定要继续收紧外来劳动力政策，包
括提高外劳税和减少低生产力行业的外来劳动力比例。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确保高端制造地位

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计划大力发展新兴行业，特别是那
些能够创造更高价值的行业，以便为新加坡人创造更多高质量
的就业机会。新加坡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近日表示，
新加坡必须确保能够继续成为全球高端制造业的重心之一。

根据新加坡政府的规划，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将在未来
5年内拨款 5亿新元支持“制造业未来”计划的具体实施，并
将和主要的业界伙伴、大学、理工学院以及研究机构等，联
合测试使用新科技以及能够让企业商业化的应用科技，并
为新加坡人创造出一系列新的工作机会。

在服务业方面，新加坡政府致力于发展数据分析科技
行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目标是在未来 5 年内培训
2500 名分析科技的专业人士，以应对市场的需要。新加坡
也将帮助有意到海外拓展市场的中小企业，降低他们进军
海外时可能面临的种种风险。

在新加坡的制造业当中，生物医药制造业异军突起，成
为目前新加坡制造业中增值最大、比重最大的新兴行业。
生物医药业的快速成长使得新加坡政府看到了新兴产业的
高附加值优势，下决心在航天科技领域打造新的制造业增
长引擎。新加坡政府将推出一个 9000 万新元的“卫星产
业发展基金”，进一步推动新加坡的航天科技产业发展。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陶 杰）

新加坡：

二次结构转型
助力经济起飞

应对复苏挑战

还须标本兼治
梁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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