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终 特 别 报 道 2014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 星期三 9

世界经济在2014年继续缓慢增长，各国增长步伐存在明显差

别。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结构调整仍然没有结束，拖累着全球增

长。多数发达经济体继续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图摆脱困

境。不同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复苏渐稳，欧盟经济持续低迷，

日本经济徘徊在衰退边缘。多数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过去三年显

著放缓后依然面临内部与外部挑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从今年年中开始下调今年世界经济预

期，全球经济增速难以逾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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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增长有所改

善，但各国状况差异明显。

美国经济摆脱年初严寒天气的影响，自今年二季度

以来，一直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商业投资明显增长，劳动

力市场明显改善，消费信心创下多年来新高。欧洲经济

前景无法令人乐观，欧元区国家的投资有所下滑，制造业

活动下滑，企业投资意愿不强，贸易对经济贡献下降，失

业率仍然高企，面临通货紧缩风险，欧元区之外的英国经

济增长比较稳健。日本 2013 年之后推出的财政和货币双

刺激政策尽管促使价格指数从紧缩转为膨胀，但对实体

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安倍经济学”虽然造成日元贬值、

股价上涨，但与国民实际经济感受的差距正在拉大，占

GDP 约六成的个人消费持续疲软。日本经济今年第一季

度增势强劲，第二、第三季度连续下滑，凸显出日本经济

陷入了停滞状态。

此间有舆论指出，由于国际油价今年大幅下跌，美

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期可能被重新修

订，因为许多国家或者国际治理机构的高层决策者大多

积极看待油价下跌的影响，认为大幅下挫的油价将给消

费者和制造商带来意外收益，从而全面提振全球经济增

长。国际货币基金（IMF）、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一些官员

认为，原油价格下跌并非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信号，油价

下跌反而给全球经济注入动力，尤其是那些对能源需求

较多的国家。

2015 年，世界经济仍将面临多重风险与不确定因

素交织所带来的挑战。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展

政策和研究司负责人洪平凡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

出，主要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包括：美联储提高利率给金

融市场和新兴经济体带来的不确定性；欧元区经济仍然

存在的脆弱性；新兴经济体增长继续下行的风险；地缘政

治问题所引发的武装冲突，以及埃博拉病毒进一步扩散

等风险。尽管美联储将于 2015 年年中开始提高利率几乎

没有悬念，但一旦开始提高利率，仍然会有很多变数，包

括提高利率的幅度和速度，金融市场的反应，特别是长期

债务市场的反应，以及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的反应。这

些反应都会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和实体经济

增长。

从中长期来看，世界经济面临着陷入低增长的风

险。全球金融危机不但给各国经济带来周期性的冲击，

压抑了总需求，也严重影响着供给和中长期潜力增长。

由于财政政策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缺乏灵活性，今后两

年货币政策仍然将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主要政策角色，各

国需要继续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减少发达国家货币政策

变动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利“外溢”效应，保持经济增长

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经历了一季度大幅萎缩 2.1%之后，美国经济在
今年二三季度开始强劲反弹，GDP 按年率增速分别为
4.6%和 5%， 增 长 速 度 超 过 外 界 预 期 。 这 表 明 美 国 经
济的基本面正在走强。对于美国今年整体经济增速，
美 联 储 最 新 预 测 为 2.3% 至 2.4%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 最 新 预 测 则
为 2.2%。

美国经济今年最大亮点无疑是就业市场的持续改
善。美国各地区就业人数普遍增加，部分地区的雇主
很 难 留 住 和 招 聘 到 信 息 技 术 、 工 程 、 法 律 、 保 健 服
务 、 制 造 和 运 输 等 方 面 的 人 才 。 失 业 率 从 1 月 份 的
6.6%降至 11 月份的 5.8%，下降了 0.8 个百分点；截至
11 月，全年有 10 个月份的非农就业增量在 20 万人以
上 ， 累 计 新 增 就 业 岗 位 高 达 265 万 个 ， 有 望 成 为 自
1999 年以来新增就业岗位的最好年份。失业率下滑为
居民收入增长提供了保障，强劲的就业机会增长将吸
引 更 多 的 人 回 归 劳 动 力 队 伍 ， 进 而 推 动 经 济 稳 步 增
长。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认为，美国经济有足够
的 力 量 在 价 格 稳 定 背 景 下 支 撑 就 业 市 场 朝 最 大 化 发
展。正是由于对美国经济复苏及就业前景充满信心，
美联储决定自 11 月起结束资产购买计划，终结已实施
两年的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消 费 支 出 持 续 增 长 推 动 着 美 国 经 济 的 加 快 复 苏 。
消费支出前三季度的增速分别为 1.2%、2.5%和 2.2%，
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0.83、1.75 和 1.51 个百
分点，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虽然油价下跌可能引
发人们对美国亚特兰大和达拉斯地区页岩油气钻探活
动前景的担忧，但总体而言，油价下跌减少了美国家
庭在汽油消费方面的开支，相当于增加了美国家庭收
入，有利于扩大美国家庭其他方面的支出，进而推动
美国经济增长。

美国大多数地区制造业活动明显增强，汽车工业
和航空工业尤为突出。尽管油价暴跌，页岩油气生产
区的钻探活动保持稳定，整体原油产量仍处于历史纪
录水平。全球各大经济体年初时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各 不 相 同 ， 但 到 了 年 末 却 纷 纷 往 50 的 荣 枯 线 水 平 集
中，而美国则是唯一的例外，全年都处于增长之中，
表明美国制造业在稳步扩张。

住房市场情况和新房建筑活动整体处于扩张状态。
由于美联储加息预期渐强，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导致美
国住房市场从去年 11 月至今年 2 月短期回冷，标准普
尔美国 20 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连续 4 个月负增长。从
近期数据来看，美国住房市场正重拾复苏态势。

美国政府今年进一步开拓出口市场并维护美国在
国际贸易领域的领导地位，加快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
伴 协 定 （TPP） 和 跨 大 西 洋 贸 易 与 投 资 伙 伴 协 定

（TTIP） 谈判进程，同时大力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的实质性谈判。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空前重视
促进出口，今年继续推进 2009 年提出的 5 年出口倍增
计划。虽然这一目标尚未完成，但美国出口确实有了
明显起色。按照目前势头，美国今年货物和服务贸易
出口和进口总额有望双双超过去年，去年美国出口总
额为 22801.94 亿美元，进口总额为 27565.86 亿美元。

展望明年，持续的就业增长、家庭财务状况的改善
及汽油价格的下跌都有利于美国消费支出的上升、国
内需求的增加，而消费支出占美国 GDP 的 70%，这将
使美国经济增长继续领先其他发达经济体。美联储 12
月 17 日的最新预测显示，明年美国 GDP 增长 2.6%至
3.0% ， IMF 和 OECD 皆 预 测 明 年 美 国 经 济 将 增 长
3.1%，大大好于今年的 2.2%，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长
将继续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有力的支撑。

美国经济

步履渐稳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高伟东

2014年日本经济呈现“过山车”式的发
展。一季度出现消费税增税前的抢购风潮，
因而推动经济增长高达5.9%。4月1日正式
提高消费税率后，日本经济增长一路下滑，
二季度增长率猛跌至-7.3%，是近年少有的
降幅。多数人以为三季度经济将会有所反
弹，回到正增长的轨道，但统计结果显示仍
为-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日本今
年全年增长率约为0.7%，日本8大经济研究
机构估计在0.9%，低于去年的水平。

今年日本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是经济
增长的动力严重不足，拉动经济的消费、投
资、出口“三驾马车”处于有气无力的状
态。安倍内阁武断地决定提高消费税率，
给正在升温的个人消费浇了一盆凉水。在
消费税增加、物价上涨和居民实际收入下
降等多重因素的打击下，二季度以后个人
消费迅速萎缩，消费市场日趋冷清，进而严

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造成库存增加，产品
滞销，企业不得不下调投资计划。因此，
2014 年日本经济可以说是“成也消费，败
也消费”。

今年日本经济的大起大落暴露出日本
政府宏观政策的两大失误。一是盲目相信
日元贬值的力量。日本政府忽视了日元长
期升值后发生的出口和产业结构变化，即
绝大部分出口企业已经将生产基地转移到
海外，因此，日元贬值对出口的拉动效应十

分有限。二是过高估计了量化宽松政策的
作用。日本央行今年 11 月份再次出台新
的量宽政策，继续向泛滥成灾的资金市场
增放货币，以保证企业投资有充裕且几乎
无息的资金支持。但日本权威机构调查，
在社会基础货币猛增的同时，商业银行对
企业的贷款平均只增加了 2%，央行投放的
大部分资金躺在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账户上

“睡大觉”。
许多日本专家认为，“安倍经济学”实施

以来，日本经济出现两极分化的畸形发展，
史上最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结果只是推
高了股市和压低了日元汇率，对实体经济
的振兴作用有限。此外，日元大幅贬值使
出口型大企业赚得盆满钵满，而内需型企
业和中小企业却度日艰难。而地方中小城
市投资日趋减少，更面临人口下降和企业
外迁的危机，城市发展遭遇困境。从这些方
面看，“安倍经济学”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并非
光明，而是更多的问题和更大的危机。

2014年，欧盟经济保持缓慢复苏势头，
欧元区经济表现则更加脆弱。欧盟委员会
11月初发布的秋季预测报告再度调低了对
欧盟经济增长预测：欧盟和欧元区在 2014
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3%和0.8%。

欧盟本轮经济复苏进程缓慢脆弱，原
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欧债危机后遗症影响、
欧盟成员国政府难以通过财政政策刺激经
济复苏等宏观政策因素，也有欧盟失业率
居高不下、通货紧缩风险加大、工商企业和
消费者信心不足等微观方面的因素。从欧
盟经济增长构成看，欧盟家庭最终消费支
出正在取代对外贸易成为推动欧盟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第三季度，欧盟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和库存
变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为 0.3
和 0.1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欧盟固定资
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中性，对外贸
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消极的。

过去一年，欧盟整体宏观经济政策有
助于经济复苏。目前，欧元区主导利率、
隔夜存款利率和隔夜贷款利率分别下调
至历史最低的 0.05%、-0.2%和 0.3%。欧
洲央行在降低利率的同时还加快推出其
他 宽 松 货 币 政 策 措 施 。 经 济 界 人 士 认
为，欧洲央行采取的上述措施对增加市

场流动性和缓解金融市场信贷偏紧状况
无疑会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欧盟经济
恢复增长。

欧盟经济增速缓慢令就业市场难以出
现明显改观，一年来，欧盟失业率一直在
10%以上的区间徘徊。欧盟失业率特别是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对欧盟民众的生活造
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引起社会不满情绪积
聚。庞大的失业大军意味着消费者整体收
入下降和消费意愿下降，直接影响到欧盟市
场的消费需求，最终导致工商企业信心受
挫，不愿投资，拖累经济复苏的后腿。

过去一年，通货紧缩阴影持续笼罩欧

元区上空，威胁着欧元区经济复苏进程。
受世界能源价格大幅回落、国内需求持续
疲软等因素影响，欧元区通胀率在过去 13
个月中一直在 1%以下的区间徘徊。欧元
区通胀率持续走低成为市场密切关注的焦
点，引发了人们对欧元区通货紧缩风险加
大的担忧。

当然，欧盟经济并非乏善可陈。过去
一年，财政赤字有所减少可以说是欧盟经
济为数不多的一个亮点。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和欧盟成员国政
府财政赤字比例（即政府财政赤字在国内
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2.5%和 3%，
基本达到了欧盟 3%的政策目标。不过，欧
盟经济增速缓慢迫使欧盟成员国政府在财
政收入减少的同时大幅度增加失业救济、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导致政府债
务总额持续增加和政府债务比例不断上
升。目前，欧盟成员国政府债务比例大大
高于欧盟规定的 60%安全比例。看起来，
欧盟成员国降低政府债务比例的工作任重
道远。

欧盟经济持续低迷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严恒元

日本经济徘徊在衰退边缘
本报驻东京记者 闫海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