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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

高居不下的债务和失业率、

经济连年衰退，债务导致的公共

服务缺失，都困扰着南欧国家且

严重制约着该地区国家的经济

发展
纵观底特律破产的原因，主要是市

政府负债过多导致。而政府机构臃肿、
效率低下、政府收入过低都是引发政府
债务高企的主要原因。另外，美国的中
央与地方财政结构与欧洲不同，美国联
邦政府无法甚至不愿参与救助底特律的
行动。因此，这座“悲惨之城”的没落也
就在所难免。

欧元区已被持续几年的债务危机折
磨得疲惫不堪，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居
高不下，这些问题几年来一直困扰着欧洲
的决策者们。然而，欧洲的老百姓作为城
市中的普通一员，对危机则有着更深切的
感受。

破旧的基础设施、几乎陷入瘫痪的城
市管理，南欧地区是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
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希腊、意大利、西班
牙和葡萄牙是欧元区现在最“令人头疼”的

“问题儿童”。高居不下的债务和失业率、
经济连年衰退，都困扰着这些国家且严重
制约着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国家层面
如此，南欧国家的地方政府日子也不好
过。财政紧缩政策的执行，让一些南欧地
区的城市财政捉襟见肘。除了高失业率和
令人喘不过气的债务，一些南欧城市已经
毫无乐观情绪可言。更有甚者，因地方政
府的财政陷入困境，普通居民最根本的生
活已经无法得到保障。

现 在 ，到 南 欧 旅 行 的 游 客 对 当 地
的 抱 怨 越 来 越 多 。 路 边 堆 积 如 山 的 垃
圾 、半 瘫 痪 状 态 的 公 共 交 通 、效 率 低 下
的 城 市 运 行 、难 以 满 足 居 民 日 常 需 求
的 公 共 服 务 已 成 为 一 些 南 欧 地 区 城 市

的普遍现象。

西班牙的债务和财政问题，

主要来源于自2008年以来国内

掀起的房地产开发热潮，房地产

过热引发了全国性的银行业危

机，并致使政府债台高筑

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省和安达卢西亚
省是该国两个人口密度最高的自治省。在
经历了持久的债务危机后，这两个地区现
在是西班牙国内最先面临破产危险的地
区。西班牙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让加泰
罗尼亚地区这个西班牙经济最发达、对西
班牙经济贡献率达到 20%的地区经济陷入
崩溃边缘。2012 年，在拉霍伊政府推行财
政紧缩政策的最高峰阶段，西班牙各省纷
纷表示反对。

西班牙各地区的债务和财政问题，
可以说主要来源于自 2008 年以来国内
掀起的房地产开发热潮。当时，西班牙
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各地纷纷
上马了众多房地产项目。各地政府也积
极参与其中。例如，瓦伦西亚附近的卡
斯蒂略国际机场，耗资高达 1.5 亿欧元，
但在完工后的 9 个月内没有一架飞机起
降。这样的例子在西班牙其他地区比比
皆是。很多地方政府并不考虑投资是否
能够收到预期的回报，只是简单地跟风
建设，结果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导致政府
债台高筑。

如果说，西班牙全国性的银行业危
机根源于一场盲目的房地产热潮，那么
西 班 牙 各 地 区 和 城 市 所 处 的 危 机 正 是
西 班 牙 全 国 危 机 的 缩 影 。 一 项 数 据 显
示，西班牙地方债的总规模目前已经达
到 1450 亿欧元。专家认为，这样的债务
负担对于西班牙地方政府来讲，是完全
无力偿还的。为了缓解地方债的压力，

西班牙地方政府只好紧缩财政，缩减公
共 开 支 。 以 安 达 卢 西 亚 省 为 例 ，2012
年，为了执行西班牙政府的财政紧缩政
策，该省只好选择关闭 19 所公立医院，
并 解 雇 超 过 60000 名 公 职 人 员 。 西 班
牙 很 多 城 市 ，由 于 没 有 足 够 的 资 金 ，负
责 清 运 垃 圾 和 清 扫 街 道 的 服 务 公 司 得
不 到 政 府 的 及 时 支 付 ，只 好 停 止 服 务 。
结果就是在西班牙一些城市的街道上，
堆 积 如 山 的 垃 圾 充 满 了 视 线 。 在 一 些
城 市 ，甚 至 有 可 能 随 时 断 电 ，只 因 为 政
府没有钱支付电费。

意大利地方政府一直以来
对当地财政收支平衡等估计错
误，导致政府入不敷出，财政恶
化 使 意 大 利 城 市 陷 入 困 局 ，
2012 年有将近 40 个意大利城
市陷入严重财政困难

意 大 利 作 为 欧 债 危 机 的 重 债 国 之
一 ，其 地 方 政 府 的 财 政 状 况 也 险 情 频
出。2012 年，蒙蒂政府执行了严苛的财
政紧缩计划，意大利中央政府要求各地
方政府节省的开支高达 20 亿欧元。这
一数字对于当时已经捉襟见肘的意大利
地方政府而言几乎是毁灭性的。2012 年
夏季，时任意大利总理蒙蒂就警告西西
里 地 区 ，其 财 政 状 况 已 经 到 了 破 产 边
缘。那不勒斯等城市更是因财政状况恶
化而陷入了部分瘫痪。那不勒斯、帕勒
莫等意大利南部重镇因财政问题也出现
垃圾无人清理、公交系统瘫痪等严重影
响城市正常运转的“险情”。今年年初，
那不勒斯公交公司因无法支付其运营车
辆的燃料费用，被迫将原有的 600 辆运
营公交车缩减至 350 辆，并取消了一部
分运营线路，这给当地居民的出行带来
了极大不便。

据统计，2012 年中期，有将近 40 个

意大利城市陷入严重财政困难，导致当
地公职人员无法正常领取薪金。更有一
些地区，因无法支付教师工资而推迟秋
季学期的开学时间。有分析者预计，由
于财政问题，当地的医疗保险等社会福
利将会受到威胁。

专家分析认为，意大利地方政府一直
以来对当地财政收支平衡等估计错误，导
致政府入不敷出。主要表现在大量雇佣
政 府 公 职 人 员 ，导 致 机 构 臃 肿 ，效 率 低
下。同时，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
较低水平，政府税收来源十分有限，导致
地 方 政 府 一 直 处 于“ 借 债 过 日 子 ”的 窘
境。加之欧债危机的不断深化演进，意大
利中央政府执行了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的
财政政策，使得地方政府的日子更不好
过。为了达到中央政府提出的压缩开支
的要求，意大利地方政府只好削减公共部
门的雇员数量并在各个方面削减公共开
支。该做法直接导致城市运转陷入十分
被动的境地。

南欧地区国家的地方政府

如果想尽快摆脱濒临破产的窘

境，就必须尽早将改革提上日程

专家分析认为，改革要从几个方面
入手。首先，这些地方政府应当在节俭
和高效之间找到平衡。一方面要尽可能
将臃肿的公共机构进行缩编和改制，节
省政府的公共开支，规范财政政策，另一
方面又要确保城市公共服务正常运行。
其次，要找准优势，集中力量发展当地的
特色优势产业，将财政紧缩和投资不足
等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以最低廉
的 投 入 获 取 最 高 的 财 政 收 入 回 报 。 最
后，这些地方政府仍需将改革作为地方
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以改革促经济
发展，通过恰当的私有化方式盘活市场，
重新恢复其经济活力。

从 底 特 律 看 城 市 危 机 与 转 型

南欧部分城市南欧部分城市

是否会复制底特律噩梦是否会复制底特律噩梦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谢 飞

底特律从辉煌的“汽车之都”演变为一
个没落、颓废、濒临破产的城市，揭示出经
济社会发展的众多规律。对于中国经济结
构转型、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财政收支的
审慎性以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都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经济结构转型有内在规律，顺应
新旧主导产业变迁趋势，实现有效的结构
升级是避免破产风险的良方。新旧主导
产业的更迭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固守
旧有模式对经济发展而言是危险的，结构
升级是避免破产的最基础支撑。美国汽
车行业在日本企业行业的冲击下竞争力
大大降低，加上向新兴经济体转移部分产
业环节，使得美国汽车产业成为一个缺乏
创造性的旧主导产业。相应的是，美国以
信息化为支撑的服务业持续快速发展并
成为新的主导产业。比如，美国的芝加
哥，上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是一个以钢
铁、机械、金属行业为支撑的工业化城市，
而当时底特律的汽车产业则是新兴产业，
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芝加哥积极顺应信
息化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实现从工
业向高端服务业的成功转型，成为美国航
运、信息、金融、贸易和高端制造中心，是

美国宜居城市之一。如果固守旧有产业
或旧有的不合理模式，那么很难能够实现
可持续发展。积极引导具有真实需求的
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结构有效转型是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是财政收入应该避免过度集中于
特定领域，收入结构应尽量多元化。一个
特定领域贡献较大比例的财政收入是一
些国家和城市的共性，比如一个城市的优
势产业或龙头企业将贡献较大规模的税
收收入，但是，如果这个领域发生系统性
风险，那么财政收入将面临系统性冲击，
财政状况恶化甚至财政危机就成必然。
中国部分城市土地收入占比较大，实际上
也与底特律汽车产业税收占比大有相似
的风险，比如房地产市场产生巨大的危
机，那么土地财政将出现崩溃，而财政支
出是具有刚性的，基于土地收入的财政收
支体系将成为无本之木。比如中国鄂尔
多斯市严重依靠煤炭行业收入，煤炭价格
下跌引发了当时财政收支压力加剧，并引
发了诸如民间借贷等金融风险。当然，多
元化的财政收入结构，是与多元的经济结
构相匹配的。

三是财政收支审慎性是财政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应积极加强收入结构的优化并
提高支出结构的审慎性。从底特律的经验
看，高税负是财政状况恶化的重要根源，中
国是否为高税负的经济体目前存在争议，
但是高税负对财政可持续发展是有害的，
高税负可能导致资本转移、产业转移甚至
富裕阶层迁徙。从支出方面，养老支出是
财政支出最持续的挑战，底特律长期负债
一半以上是与养老相关的，根据惠特尼的
研究，美国地方财政最大的风险是养老，
2011 财年整体负债规模超过 2 万亿美元。
债务的累积成本是财政支出的又一重大负
担，底特律政府运行费用从 2008 财年的
10.25亿美元降低至 2013财年的 6.92亿美
元，刚性支出增量主要来自利息支出。最
后，刚性支出项目设立要审慎，底特律针对
警员、消防员的医疗退休福利系统很大程
度上加剧了财政收入的恶化。

四是城市发展的核心支撑是产业发展
和有效就业，产业、城市、经济和社会应该
协调发展。作为曾经的第四大城市，底特
律最后沦为“鬼城”，主要在于其没有新型
产业的支撑，没有有效就业岗位的支持。
中国正在进行的新型城镇化或城乡一体化
建设，核心环节是有效就业。同时，城市建

设和管理应该统筹产业的发展、城市自身
发展以及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特别
是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治安
等基本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形成良性的互
动和正反馈。

五是中央政府应深入了解地方政府
的财政状况和财政风险，及时有效整治地
方财政风险。美国的地方政府财政风险
并非个例，此前华盛顿特区、加利福尼亚
州、佛罗里达州等重要州都出现不同程度
的地方债务风险。2003 财年至 2010 财
年，美国州级政府已将每年的支出预算从
1.5 万亿美元提高至近 2.2 万亿美元，但税
收收入增加不到 4000 亿美元，仅达到 1.4
万亿美元，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日益扩
大。对于中国，地方债务规模测算口径差
异较大，2010 年地方债务规模存在 7 万亿
元人民币至 12 万亿元人民币的不同测算
结果，还不包括隐性负债。最近几年来，
社会融资规模的快速膨胀，地方政府的债
务规模应该是水涨船高。因此，应该定期
不定期摸底地方债务水平，并适时适度进
行“压力测试”，保障整个财政体系的可持
续发展，以服务于宏观经济平稳发展和结
构转型大局。

底特律破产的五个教训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郑联盛

美国汽车工业重镇底特律宣布破产，给世界经济又来了一记沉重的打击。曾经繁荣的汽

车工业中心，如今留下的只有沉重不堪的债务和破败萧条的空城。底特律，这个“美国梦”曾经

的典型代表，如今已经成为经济萧条的代名词。而在已被持续几年的债务危机折磨得疲惫不

堪的欧元区，特别是南欧国家城市，则对能否避免复制底特律破产噩梦的问题极为关注。而要

尽快摆脱濒临破产的窘境，就必须尽早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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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底特律来说，破产既是灾难也是无奈之举。然

而在西方，破产却并非全是坏事，尽管会带来多重痛苦，

但也隐喻着重生的希望以及实现城市成功转型的重要途

径。底特律市如何在接下来的博弈中“落子”，将成为其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关键。

客观来说，底特律破产中没有赢家。最大的受损者

是中低收入的养老金领取群体，更严重的则是这中间牵

扯到的法律问题，即变动政府承诺的养老金及医疗保险，

是否有悖美国联邦及州的相关法律？如果最终通过法律

程序大幅削减退休金等福利，更多的美国城市可能效仿

底特律。发展下去，美国各级政府的诚信势必遇到前所

未有的危机。其次，破产让底特律债权人的投资大幅缩

水。之前，资本市场不相信投资底特律市政会有风险，总

相信市政债券最后总有联邦或州等各级政府托底。破产

将使这些资本损失惨重，甚至本息无归。再则，市府将被

迫进行最大限度的机构消肿，大量市府雇员乃至中小学

老师等都将被裁减，即使能保住饭碗，工资及福利待遇都

将明显下降。

这其中，受打击最沉重的是底特律的信誉等软实

力。破产不仅会对底特律造成前所未有的有形打击，对

底特律的无形打击，则可能是更长期、更负面、更可怕。

破产后的底特律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失去在资本市场融资

的资格。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资本、人才乃至全美、全世

界各界在要涉足底特律时，都会举棋不定，犹豫再三。顶

着曾经破产这顶帽子的底特律，不知将要为此喘息多久。

然而，无奈的底特律却可能因断腕而获得重生，动过

大手术后的底特律才可能展现生机。185 亿美元巨大债

务肿瘤的剥离，臃肿市府机制的脱胎换骨，大幅缩水的市

府退休金等承诺，加之破产刺激起来的底特律人众志成

城的志气等，将可形成一股难以比拟的力量，把底特律从

破产的深渊中拉起。尽管底特律重生之路将非常艰难、

险阻、漫长，但美国的汽车行业、宾夕法尼亚州府等破产

后重生的案例，完全有可能在底特律重演。

显而易见，底特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关键，一是创

新，二是人才。从“天时”讲，美国经济正在加速，页岩

气、3D 打印等新产业迭起，也可为底特律带来大量希望

和机遇；从“地利”看，底特律仍坐拥美国五大湖核心地

带，其汽车基地等传统优势家喻户晓；真正的关键则在

“人和”。这其中包括旷日持久破产程序中的种族群裔

能否携手应对危机；市府、民众能否齐心协力不畏艰辛

勇于牺牲；尤其是看市府的机制改革能否让资本和人

才看到底特律未来的希望，最终再度眷顾这座曾经辉

煌的汽车之都。

可以肯定的是，底特律破产之路漫漫，复兴之途曲

折、艰辛、遥远。但毕竟破产可能是旧底特律终结的开

始，更是其新生的起航。而世人对底特律未来拭目以待，

也都有自身的现实需求。底特律今后的应对，值得密切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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