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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欧盟统
计局 1 月 8 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 11 月，
欧元区和欧盟的失业率分别为 12.1%和 10.9%，
与上个月相比基本未变。统计数据表明，欧元区
失业率已经连续几个月处于 12%的历史高位，欧
盟失业状况短期内难以得到明显改善。

欧盟经济复苏势头减弱导致欧盟失业状况不
断恶化，失业人数继续增加。统计数字显示，欧
盟 和 欧 元 区 去 年 11 月 的 失 业 总 人 数 分 别 为
2655.3 万人和 1924.1 万人，与上个月相比分别
增加 1.9 万人和 0.4 万人，与前年同期相比分别
增加 27.8 万人和 45.2 万人。在欧盟成员国中，
去年 11 月奥地利的失业率最低，为 4.8%；德国
排列第二，失业率为 5.2%；卢森堡排列第三，
失业率为 6.1%。去年 11 月希腊的失业率最高，
为 27.4%；其次是西班牙，失业率为 26.7%。去
年 11 月，欧盟有 14 个成员国的失业率上升，14
个成员国的失业率下降。

欧盟青年 （25 岁以下） 失业率远远高于平
均水平，青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影响
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统计数字显示，去年 11
月，欧盟和欧元区的青年失业人数分别为 566.1
万人和 357.5 万人。与上个月相比，欧盟去年 11
月的青年失业人数减少了 4.6 万人，欧元区青年
失业人数增加了 0.2 万人，欧盟和欧元区的青年
失业率分别由前年同期的 23.4%和 23.9%上升到
23.6%和 24.2%。在欧盟成员国中，去年 11 月西
班牙的青年失业率最高，为 57.7%；希腊排列第
二，青年失业率为 54.8%；克罗地亚排列第三，
青年失业率为 49.7%。去年 11 月德国的青年失
业率最低，为 7.5%；奥地利排列第二，青年失
业率为 8.6%。

欧盟失业状况恶化

欧元区失业率处历史高位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石油协会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杰克·杰勒德 7 日在华盛顿呼吁美国联
邦政府放松对原油出口的限制。

杰勒德当天在美国石油协会年会上说，近年
来，美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持续大幅增长正
在改变美国的能源格局，将给美国带来广泛的经
济、安全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美国政府应当重新评
估上世纪 70 年代因石油危机和能源短缺而出台
的限制原油出口政策，实行自由贸易。

根据美国现行法律，石油生产商需要获得美
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的出口许可证方能
出口原油。过去数十年，美国仅有少量原油出口
到加拿大，2012 年原油出口仅占美国原油产量
的 1%。

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兹上个月表示，
美国政府有必要重新评估限制原油出口的政策。
美国参议院能源委员会共和党议员莉萨·穆尔科
斯基日前也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呼吁联邦政
府取消原油出口禁令。

杰勒德强调，2013 年前 11 个月，美国油气
行业出口额超过 1290 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
的 8.9%。油气行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行
业，并帮助美国贸易逆差降至四年来的低位，美
国需要根据能源格局的变化对以往的能源政策进
行调整。

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去年 12 月大幅
上调了国内原油产量预期，预计到 2016年美国国
内原油产量将达到日均 950 万桶，接近 1970 年创
下的日均 960 万桶的历史最高水平。到 2020 年
后，美国国内原油产量会逐渐减少，但在 2040 年
之前都将保持在日均 750万桶以上的水平。

杰勒德对美国能源生产前景充满信心。他
说，根据 IHS 咨询公司的最新研究，未来 12 年

（2014-2025）美国平均每年能源基础设施投资
将达到 950 亿美元，将拉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平
均每年增长约 1200 亿美元，为美国每年带来 115
万个就业机会和 275亿美元政府收入。

美国石油协会代表 580 多家石油和天然气公
司，这些公司是美国能源的主要提供商，产值占美
国经济总量的 8%。

美石油协会呼吁政府

放松原油出口限制

韩国和日本同为出口依赖型经济，主
要产品同质化高，这使得日本成为韩国在
国际市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日元汇
率的起伏也牵动着整个韩国经济。韩国曾
受惠于日元升值，从 2007 年到 2011 年出
口增长 50%，成为世界第七大出口国，但
从 2012 年开始的日元大幅贬值却让韩国
经济感受到一场海啸来袭。

韩国股市从新年首个交易日开始就陷
入恐慌，KOSPI 股指 2 日和 3 日两个交易
日累计下跌超过 60 点，跌幅超过 3%，而
恐慌的源头就是日元贬值。从去年 12 月
31 日开始，连续两个交易日 100 日元兑韩
元汇率收在 1000 韩元这一心理支撑线以
下，使市场对日元弱势长期化对韩国出口
企业造成冲击的担忧加剧。2 日当天外国
投 资 者 以 汽 车 、 IT 等 出 口 企 业 股 为 中
心套现 3136 亿韩元，其中三星电子、现

代汽车和起亚汽车等大盘股都出现了 4%
至 6%幅度的暴跌。

韩国央行分析认为，日元贬值对韩国
企业的打击从去年 3 季度已经显现，该季
度韩国 1741 个出口企业的营业利润率仅
为 5.1%，同比下滑了 0.6 个百分点，而同
期日元兑韩元贬值 7%。另外，全球投行
的普遍看法是日元贬值的趋势在今年仍将
延续，预计年底美元兑日元汇率将达到
1:110。韩国去年在全球经济景气度不高
的情况下，创下了历史最高的贸易收支顺
差 442 亿美元，但在日元贬值长期化的情
况下，今年将很难继续维持这种好局面。
韩国产业研究院的相关人士表示，日元弱
势效果已经使韩国去年对日出口额出现下
滑，虽然在韩国整体出口中的比重仅占
6%至 7%，但对于韩国主营对日出口企业
的打击是致命的。

韩国研究机构认为，韩国机械、石
油化工和钢铁等行业与日本企业竞争激
烈，又不具备技术比较优势，因此受日
元贬值影响最大。LG 经济研究院最新报
告 认 为 ， 日 元 兑 韩 元 汇 率 每 下 跌 10%，
韩国钢铁行业产品出口就会减少 6%，石
化和机械行业出口则减少 2%。这是因为
日本石油化工和钢铁等行业企业在日本
国内生产的比重较高，日元贬值给了它们
更大的降价空间，而韩国企业在相同时期
内却无法追赶这种降价速度，因此只能陷
入困境。在电子零部件行业，日本企业的
技术竞争力本来就得到了世界市场的认
可，如果同时兼具价格竞争力，韩国企业
将没有立足之地。特别是智能手机、电视
和电脑等产品更新换代快、生产周期短，
这使得日元贬值效果在电子零部件行业反
映最早。

相对大企业，中小企业应对日元贬值
的能力较弱，处于最无助的境地。特别是
以中国和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为主要出口对
象的韩国中小企业受日元贬值的影响更直
接，价格竞争力成为日本竞争企业的最强
武器。据韩国中小企业中央会的有关人士
透露，在日元贬值和韩元强势的双重影响
下，最近韩国中小企业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下降了 10%至 15%，白色家电、台灯、电
饭煲和玻璃保鲜盒等主要出口商品与日本
企业的价格优势几乎消失殆尽。

专家认为，在未来日元持续贬值的预
期下，为应对其对金融、现货市场的冲
击，韩国政府应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
企业则应该着力技术研发，用技术提高自
身产品的竞争力。

日元贬值冲击韩国经济日元贬值冲击韩国经济

□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1月 6日，日本股市新年开盘出现意外，

2013 年末一直高歌猛进的平均股价突然全

面下跌，收盘价比2013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下

跌了 382日元，最大跌幅一度超过 400日元，

这是近20年来首次发生开年即跌的情况，预

示市场投资者对今年经济前景的担忧。

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新年

祝辞时雄心勃勃地表示“要以提高收入的形

式让国民感受到经济的回升”，发誓将 2014

年国会打造成经济“良性循环国会”，希望在

国会上尽快通过 5.5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和

96 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以及税制改革等

三个法案，以继续推进经济的平稳回升。

当前日本经济界和舆论界对今年的经

济形势非常担忧，股市开年动荡就反映了

这种不断蔓延的悲观情绪。决定今年经济

走势的关键是 4 月 1 日消费税增税。从以

往历次增税情况来看，每次消费税增税后，

日本经济都会经历较长的倒退期，甚至引

发内阁倒台。消费税俨然潘多拉之盒，谁

敢打开负面效应就会接踵而至。目前普遍

的看法是，4 月以后日本经济肯定将大面积

滑坡，首当其冲的是个人消费，然后迅速波

及企业生产，波及面不仅是制造企业，还包

括房地产、原材料、运输、商业、餐饮、娱乐

和金融业等。据日本媒体透露，日本上市

企业实际上手头拥有高达 70 万亿日元的剩

余资金，但不敢轻易用于扩大生产的再投

资，原因就是一旦经济滑坡，投入的资金将

血本无归。

有媒体称，今年的消费税增税有可能

葬送安倍的政治生命，导致安倍内阁摇摇

欲坠。早在 2013 年初，就有经济专家不断

告诫日本政府推迟提高消费税，应等到经

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后再小步增税。但

安倍似乎被眼前的景气现象冲昏头脑，孤

注一掷地决定提高消费税。一旦经济大幅

滑坡并一蹶不振，舆论将追究安倍的政治

责任，安倍的政敌也将群起而攻之，安倍政

权势必陷入四面楚歌的窘境。

日本政府和安倍内阁显然已经意识到

经济前景的严峻，近来采取各种对策试图

化解消费税危机。安倍内阁最近多次召开

企业家座谈会，以高压姿态迫使企业承诺

提高职工工资，其目的在于通过增加职工

的直接收入减轻消费税对一般家庭的冲

击，避免消费严重萎缩。其次，在财政赤字

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依旧编制超大规模预

算，希望通过公共投资拉动经济。据了解，

日本政府新预算中，涉及公共投资的资金

高达 18 万亿日元，据计算可以拉动经济增

长 0.3%。安倍希望这笔资金能在 4 月份前

到位，尽快启动项目工程，带动市场需求和

民间投资。第三个对策是减税措施，主要

是对企业的设备投资和科研投资实施适度

减税，以刺激民间资本，提高企业投资和生

产的积极性。

安倍的所作所为无不是要给日本企业

和消费者信心，让他们相信“安倍经济学”，

进而敢于大胆投资和消费。但是，市场更

看重真实的数据，如果 4 月份以后出现经济

滑坡，人们的信心将一溃千里，安倍内阁的

所有举措很可能是杯水车薪。

日本能否化解消费税危机

□ 闫海防□ 闫海防

立陶宛拟加入欧元区
本报索非亚电 记者张春荣报道：

立陶宛财政部长沙久斯日前表示，该国
将力争在 2015 年加入欧元区。沙久斯
说，在波罗的海国家中，拉脱维亚从今
年 1 月 1 日开始启用欧元，爱沙尼亚早
在 2011 年已成为欧元区成员国，倘若
立陶宛继续徘徊在欧元区大门之外，势
必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境地。为此，立陶
宛正按照既定时间表创造条件，力争在
2015年实现加入欧元区的战略目标。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由于近年经济
走势向好，立陶宛有望在 2014 年完全
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并于 2015 年
正式加入欧元区。

思睿高发布品牌指数思睿高发布品牌指数

1.8%

美国工厂订货环比增加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商务部 6

日公布的报告显示，受运输设备订货大
幅增加的带动，2013 年 11 月美国工厂
订货环比增加 1.8%。

报告显示，11 月美国工厂订货比
前一个月增加 88 亿美元，增至 4979 亿
美 元 。 当 月 耐 用 品 订 货 环 比 增 加
3.4%，增至 2416 亿美元。运输设备整
体订货环比增加 8.3%，增至 811 亿美
元，其中飞机订货在前一个月骤降之后
回升是主要原因。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全球战略
咨询公司思睿高日前在京发布中文版全
球品牌简化指数报告，通过对 7 个国家
超过 1万名消费者的调研，思睿高对 25
个行业的 500个品牌在消费过程中的复
杂与简化程度给出评价。

今年是该公司连续第四年发布品牌
简化指数报告，主要结论包括：在美
国、英国和德国市场，提供更为简单的
品牌体验可为企业取得近 500亿美元的
利润；75%的消费者会因为某品牌提供
了更为简化的体验和沟通经历，而向其
他人推荐该品牌；在美国，29%的消费
者表示愿意为更为简化的体验和互动多
支付 4.6%的费用。

新交所房企股收益高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陶杰报道：根

据新加坡交易所的统计，在狮城新加坡
上市的股票中，市值最大的 20 只房地
产股票和房地产投资信托过去三年总回
报 率 最 高 的 达 到 45.4％ ， 平 均 享 有
3.5％的股息收益率。

截至 2013 年 11 月 28 日，70 多只
房地产行业股票总市值超过了 1600 亿
新元，其中市值最大的 20 只房地产股
的总和约占 1600 亿新元总数的 72％。
据悉，这 20 只房地产股是由 12 个房地
产发展商以及 8 个房地产投资信托所组
成，其中 6 只股票是新加坡海峡时报指
数的成分股。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
道：欧盟统计局 7 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2013 年 11 月欧元区和欧盟工业生
产者价格指数环比均下降 0.1%，同比
则分别下降 1.2%和 1%。

统计显示，2013 年 11 月，除建筑和
能源部门外，欧元区和欧盟的工业生产
者价格指数环比均下降 0.1%，中间产品
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下降 0.2%和 0.1%，
非耐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价格指数环
比基本未变，欧元区能源部门价格指数
环比基本持平。

0.1%

欧 盟 工 业 指 数 下 降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电 巴西全国汽
车生产商协会 7 日宣布，2013 年巴西汽
车产量达374万辆，比上一年增长9.9%。

上述汽车的统计范围包括轿车、商
务车、卡车和大客车。其中，以轿车和商
务车的产量最大，达 351 万辆，增产幅度
为 8.6%。卡车的产量为 19 万辆，比上
一年增加 43.1%。大客车产量为 4 万
辆，增加幅度 9.5%。

9.9%

巴西去年汽车产量增长

1 月 8 日，在韩国首尔火车站，人们排队购买

火车票。近日，许多韩国人开始抢购回家乡的火

车票，以和家人共度春节假期。 新华社发

本版编辑 毛 铁 李春霞 周 剑

1 月 7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行人冒着严寒走在街头。美国气象部门 6 日说，受北极寒流南下影响，美国中部、东部大面积地区本周遭

遇近 20年来最严寒天气，美国超过 30个州发布了寒流预警，6日有逾 3800架次航班被迫取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