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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国际视点
编者按 2013年的国际经济形势以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接近尾声但经济复苏尚
无起色、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经
济增长放缓为最大特点。据此，国际权威
机构和专家学者们认为，世界经济总体上
处于温和复苏阶段，其中中国的经济走势
平稳和对外贸易投资发挥了很大作用，世
界经济发展也由此呈现出了积极的新迹
象。更有分析人士认为，今年是一个转折
点，世界经济正在或者已经回到增长的轨
道上来，2014年增速增幅将会加快加大。
不过，一个普遍公认的事实是，世界经济发
展前景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各国
均应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走势。

为回顾一年来的世界经济走势、特点、
原因，展望明年世界经济前景，本报已在

“环球经济”版陆续刊登“年终报道·国别
篇”，从今天起本版将分两个版面刊出“年
终报道·地区篇”，就今年世界主要地区及
一体化组织的经济发展形势作专题回顾与
展望。敬希读者关注。

2013 年，欧盟经济持续低迷不振，欧元
区经济更为糟糕。尽管有关数据表明，欧盟
经济虽在今年第二季度恢复增长和走出衰
退，但经济复苏的势头十分脆弱。欧盟委员
会 11 月初发布的秋季预测报告称，2013
年，欧盟经济增长率为零，欧元区经济则会
萎缩 0.4%。

在过去一年中，持续 3 年的欧债危机尽
管呈现减退之势，但欧债危机引发的后遗症
仍持续重创欧盟经济，成为导致欧盟经济持
续低迷的主要原因。欧债危机迫使欧盟成
员国实施紧缩财政政策，严重制约了国内需
求。2013年，欧盟虽不再像前两年那样一味
强调成员国实施紧缩财政政策，但成员国为
达到欧盟规定的财政减赤目标而难以通过
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只能听任经济持续
低迷。欧债危机严重挫伤了工商界和消费
者的信心，企业不愿大规模投资，消费者不
敢放手消费。

伴随欧盟经济持续低迷，欧盟就业市场
状况也不断恶化。欧盟失业率持续居高不
下已经成为欧盟决策者的一大心病。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9月，欧元区和欧盟的失
业率分别为 12.2%和 11%，希腊和西班牙的
青年失业率分别高达 57.3%和 56.5%。虽然
近几个月欧盟就业市场开始出现稳定迹象，
但这是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情况下的趋稳。
鉴于就业市场改观往往要比经济复苏滞后6
个月或更长时间，所以欧盟经济复苏不会使
欧盟就业市场很快出现改观，这给欧盟民众
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影响，社会不满

情绪积聚。欧洲媒体将欧盟不断扩充的失
业大军称为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定时炸
弹”。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意味着消费者整
体收入下降，直接影响到欧盟市场的消费需
求，最终迫使工商企业不愿投资，必然会拖
经济复苏的后腿。

在无法运用财政刺激手段的情况下，欧
洲央行不得不通过降低利率、扩大流动性等
宽松货币政策措施来促进经济复苏。继去
年通过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和直接货币
交易（OMT）计划向银行系统注资之后，欧洲
央行在今年 5 月和 11 月先后两次降息。目
前，欧元区主导利率和隔夜贷款利率已经被
分别降至历史最低的0.25%和0.75%。欧洲
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降低利率是最有效的
举措，企业和家庭获取贷款将更加容易。欧
洲央行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维持现有
或更低的利率水平。如有必要，欧洲央行将
会尽一切可能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其
中包括将主要再融资操作至少维持到 2015
年 7 月。在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刺激下，欧盟
金融市场虽已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利率水平
也处于历史低点，但所有这些积极因素仍没
有完全反映到实体经济中来。部分经济界
人士认为，欧洲央行降息不大可能产生明显
效果，因为欧元区经济整体缺乏增长动力，
根本无法恢复到健康增长的轨道。

当然，欧盟经济并非乏善可陈。过去一
年，欧盟对外贸易状况正在得到明显改善，
欧盟在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进口不断减
少。欧盟经济在经历了 6 个季度的停滞或

萎缩之后终于在今年第二季度恢复增长。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盟对外出口增长
的推动。欧盟秋季报告指出，近两年来，随
着国际竞争力增强和出口部门恢复活力，欧
盟成员国经常项目状况持续改善，净出口增
长对欧盟经济复苏作出了重大贡献。欧盟
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欧盟今年第二季
度的对外经常项目顺差为 394 亿欧元（占欧
盟国内生产总值的 1.2%），明显高于去年第
二季度 26 亿欧元的对外经常项目顺差。其
中，欧盟与瑞士、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
易顺差持续增加，与中国、俄罗斯等主要贸
易伙伴的贸易逆差不断下降。

财政赤字有所减少和通货膨胀率持续
下降可以说是欧盟经济为数不多的两个亮
点。欧盟近几年要求成员国实行财政整顿
和紧缩财政的措施正在收到效果，欧盟成员
国的财政状况恶化得到了抑制，部分成员国
的财政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欧盟成
员国财政状况改善主要体现在成员国政府
财政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正在
持续下降。2013 年，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
财 政 赤 字 比 例 可 望 分 别 下 降 到 3.5% 和
3.1%。这就意味着欧盟成员国财政赤字比
例正在接近欧盟规定的 3%这一政策目标。

欧盟经济持续不景气迫使欧盟成员国政
府在财政收入锐减的同时大幅度增加失业救
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导致政府财
政收支入不敷出和政府债务总额持续增加，政
府债务比例不断上升。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最
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

17个成员国和欧盟28个成员国政府债务比例
分别为93.4%和86.8%，高于今年第一季度的
92.3%和85.9%。经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
员国政府债务比例持续上升，大大高于欧盟规
定的60%安全比例。到2013年底，欧盟和欧
元区成员国政府债务比例可望分别上升到
89.8%和95.5%。由此看来，欧盟要求成员国
政府降低政府债务比例的工作任重道远。

受欧盟经济增长缓慢、国内需求疲软、
能源价格回落等因素影响，欧盟通货膨胀压
力持续减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欧盟和欧
元区今年 10 月的通货膨胀年率分别从上个
月的 1.13%和 1.1%下降到 0.9%和 0.7%，远
远低于欧洲央行确定的维持价格稳定的通
胀目标。2013 年，欧盟和欧元区的通货膨
胀率可望分别下降到 1.7%和 1.5%。经济分
析人士指出，欧元区通胀率持续下跌意味着
欧元区通货紧缩的风险正在加大，这必然会
对经济造成重大伤害。因此，欧洲央行希望
通过降低利率来应对欧元区潜在的通货紧
缩风险。

欧盟经济在过去一年中的表现究竟如
何？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和货币事务的副
主席雷恩日前对此作了比较确切的概述：越
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欧盟经济已经达到转折
点。欧盟成员国的财政整顿和结构改革已
经为欧盟经济复苏打下了基础。不过，现在
宣布胜利仍为时过早，因为欧盟失业率仍处
于令人难以接受的高点。因此，欧盟必须继
续努力促使经济持续增长和创造更多的就
业机会。

欧盟经济：低迷不振又一年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严恒元

持续 3 年的欧债危机尽管呈现减退之势，但欧债危机引发的后遗症仍持续重创欧盟经济，成为

欧盟经济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当然，欧盟经济并非乏善可陈。过去一年，欧盟对外贸易状况正在

得到明显改善，欧盟在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进口不断减少。此外，财政赤字有所减少和通货膨胀率

持续下降也是欧盟经济为数不多的两个亮点

世界主要金融机构普遍认为，在全球经济动荡起伏、
复苏缓慢的同时，包括东盟在内的亚洲经济在宏观形势
稳定、投资贸易相互依托、服务业大力发展和内需拉动强
劲等因素的支持下，依然保持了近年来快速增长、整体前
行的良好势头。预计 2013 年亚洲地区整体 GDP 增长将
达到 6.6%，略高于 2012 年的 6.0％。东南亚经济近年来
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堪称世界经济复苏的新高地。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虽然种
种原因导致东南亚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存在，但近年来东
南亚各国国内局势相对稳定，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在经
济复苏过程中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世界
大多数地区。计划于 2015 年建成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将
进一步促进成员国之间产品、服务、投资以及劳动力的自
由流通，有利于共同发展。预计 2013年的东南亚国家经
济整体增长有望达到 5.5%至 6%。其中老挝官方预测全
年增幅不低于 8%，为东盟国家最高；印尼今年虽说是近
年来首次低于 6%，但也将保持 5.8%左右的较高增长率；
马来西亚 2013 年经济增长可达 5%至 6%；越南前 6 个月
GDP 增长 4.9%，与去年基本持平；泰国经济同比增长约
3.7%；新加坡全年经济增长已上调到 2.5%至 3.5%，其全
球竞争力连续第三年排名第二。

——继续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
虽然国际投资因欧洲和美国经济的疲软显得不景气，但政
局和社会稳定、宏观经济整体持续向上、基础设施建设面
广项目多、投资风险明显减弱的东南亚十国大市场，对全
球资金仍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面对2015年建成东盟
经济共同体的历史机遇，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
最高潮期。印尼2011年至2014年建设总投资4000万亿
盾，其中各项工程投资为3348万亿盾。

——继续大力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东盟内部市场
的开放以及中国大市场的实质性支持，是近年来东盟出
口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中
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运行，为东盟经济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外贸出口基础。在东盟内部，各相对发达的经济
体都将拓展区域出口市场的目光转向越、柬、老、缅 4 个
新成员国，同时也将东欧、中欧和拉美国家作为加快推进
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拓展对象，以抵消欧美等传统市场萎
缩的影响，减少贸易平衡压力。

——继续采取多项措施拉动国内消费市场。近年
来，东南亚各国始终重视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
膨胀，在恢复传统产业“青春”的同时积极发展新兴产业，
并通过促进国内投资、消费、旅游、房地产、汽车摩托车及
家电销售等措施，大力拉动国内消费市场，保持稳定的国
民经济增长率。

虽然东南亚国家在抑制通货膨胀、增加出口减少贸
易赤字、维护股市稳定、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拉
动消费等方面还需付出更多努力，但应该看到并肯定的
是，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大背景下，东南亚各国在亚洲
金融危机后快速复苏，为区域经济整体前行提供了稳定
可靠的发展环境，各国现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产业结构调整为本地区的投资、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以及
内需增长等提供了难得机遇，日趋严谨的货币政策和健
全有效的监管机制提高了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的风险防
御能力，内外兼修的互联互通为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互
利共赢的新模式，2015 年东盟经济共同体美好愿景等有
利因素，都将带动 2013 年东南亚经济的发展，同时将这
一良好势头延续到 2014年。

东南亚：

世 界 经 济

复苏新高地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李国章

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大背景
下，东南亚各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快
速复苏，为区域经济整体前行提供了
稳定可靠的发展环境，各国现阶段大
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
为本地区的投资、制造业、进出口贸易
以及内需增长等提供了难得机遇

2013 年，非洲经济在西方经济复苏乏
力，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下仍保持
了稳步增长的态势，但增幅略有放缓，预计
2013 年经济增长率为 4.8%，2014 年达到
5%至 5.3%。

非洲大陆除北非地区因政局持续动荡
导致经济增长徘徊不前外，代表非洲主体经
济的撒哈拉以南 47 个国家经济总体上保持
了较好的增长态势。预计撒哈拉以南地区
2013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5%，低于预期的
5.4%，2014年的增长率将达 6%。

撒哈拉以南地区经济增速略降的主因，
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主要经济大国南非、
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的经济增长都低于预
期。但总体看，西非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良
好，东非地区和中部非洲地区保持稳定增长
态势，南部非洲增长势头也基本稳定。

非洲经济能够在全球经济大环境不利
的情况下取得高于全球经济平均水平的增
长得益于３个内在因素。首先是资源优
势。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不断发现
新的油气资源，带动了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
经济的强劲增长。例如从 2008 年到 2012
年的 5 年间，加纳在新油气资源的拉动下平
均年经济增长率达到 8.02%。

其次是内需扩大。目前，消费支出占非
洲 GDP 的 60%以上。非洲大陆 55 个国家
中 ，已 有 26 个 达 到 中 等 收 入 国 家 水 平 。
2012 年非洲中产阶级家庭已达 6000 万个，

2015 年将增至 1 亿个。中产阶级的增长为
扩大内需奠定了基础。以手机市场为例，截
止到 2013 年６月，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手机
用户达到 2.53 亿。过去 5 年，撒哈拉以南的
手机用户增长了 18%。2012 年，移动电信
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贡献了 600 亿美
元，预计 2020年上升至 1190亿美元。

第三是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扩大基础
设施建设和区域内贸易。今年 5 月召开的
非盟首脑会议再次敦促加快经济一体化进
程，加强跨非洲基础建设，扩大区域内贸
易。目前，非洲的一些大项目正在紧锣密鼓
地 展 开 。 例 如 ，东 非 国 家 正 在 筹 建 将 于
2015 年投入运营的共同证券交易市场。坦
桑尼亚、乌干达、布隆迪和卢旺达签署了一
项耗资 47 亿美元的铁路网络建设协议。肯
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耗资 250 亿美元的东非
交通走廊项目去年已正式开工。

从外部看，外国投资、与新兴市场贸易
和中非合作是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三大动
力。2013 年，外国对非洲投资激增，预计达
到 566 亿美元，远高于 2012 年的 377 亿美

元。最近五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对非洲投资
增长 20.7%，发达经济体对非洲投资增长
8.4%。

近年来，新兴市场与非洲贸易呈大幅增
长势头。2012 年非洲与金砖国家贸易额达
3400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 10倍。非洲与
亚洲新兴市场的贸易 2000 年只占其贸易
总量的 23%，2009 年上升到 37%。金砖国
家和亚洲新兴市场与非洲贸易快速增长在
拉动非洲出口的同时也改变了非洲对外贸
易结构。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对欧元
区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例已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 40%下降到了 20%。

中国依然是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主动
力 。 2013 年 1 月 至 9 月 ，中 非 贸 易 已 达
1560 多亿美元，全年有望创 2000 亿美元的
历史新高。同期，中国对非投资 23 亿美元，
同比增长近 80％。中国企业在非洲新签承
包工程合同 430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
中非在金融、航空、旅游等领域的合作都呈
现强劲势头。预计，2013 年中国赴非洲游
客人数将超过 105 万人次。中国已成为非

洲第一大贸易国和重要的发展伙伴，非洲成
为中国第二大海外承包市场和新型投资目
的地。

此间经济观察家认为，过去 10 年是中
非合作的蜜月期，也是非洲经济的黄金增长
期。这期间尽管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和全
球经济增长放缓，但非洲经济仍保持了约
5％的增长率，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主
要归功于中非合作的成果。随着中国改革
的全面深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与可
持续发展将为非洲经济增长提供无限商机
和强大动力。

综 上 所 述 ，非 洲 经 济 取 得 了 长 足 进
展，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不可低估。目
前，欧洲占非洲总出口份额的 23%。如欧
洲经济不能尽快复苏，非洲的出口增长压
力仍将沉重。近来新兴经济体出现的增
长放慢趋势，对非洲出口增添了新压力。
此外，当前世界经济总体需求下降导致能
源和原材料价格走低的趋势也对非洲出
口造成了不利影响。虽然非洲国家正就
此调整政策，发展原材料初级加工业，提
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但要取得成效尚需相
当一段时间。

展望明年，在西方国家经济触底回升
和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大背景下，非洲经
济的增长势头依然看好，有望在 2014 年实
现 5%至 5.3%的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经济有望在 2014 年实现 6%的增长。

非洲：经济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本报驻约翰内斯堡记者 马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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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经济能够在全球经济大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取得高于全球经
济平均水平的增长得益于几大因素：资源优势；内需扩大；加快经济
一体化进程，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内贸易；中国依然是拉动非洲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图① 6 月 30 日，克罗地亚民众在首都萨格

勒布庆祝加入欧盟。7 月 1 日，克罗地亚正式成

为欧盟第 28个成员国。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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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 近年来，赞

比亚经济持续保持快速

稳定增长，民众生活水

平也随之不断提高。图

为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

一家大型超市，市民正

在选购食品。

本报记者 于建东摄

图③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

达街景。雅加达人口 1700 万，是

东南亚最大的城市。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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