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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系列数据表明，英国房产市场，
尤其是伦敦市场开始出现令人担忧的迹
象。数据显示，前期市场价格增速放缓已
经转变为近期的负增长。

在诸多机构的数据中，英国全国建筑
商协会的最新数据最令人担忧。该机构数
据显示，5 月份全英房价下降 0.3%。这一
数据不仅是最近4个月中的第三次增速下
滑，也是2012年9月份以来首次出现价格
下降。同时，近期数月的增速下滑也造成
了全英房价在今年上半年几乎零增长，依
旧处于2017年末的水平。

另一份来自哈利法克斯银行的统计数
据显示，5月份全英房价上涨了 1.5%，但 4
月份全英房价下跌超过 3%。虽然哈利法
克斯银行的最新月度数据与全国建筑商协
会的数据不一致，但是反映的总体态势是
一样的，即年内英国房价零增长。

这一趋势性共识在年度增长数据中更
为明显，两方数据均显示，近期英国房产年
度增速降速明显。其中，哈利法克斯数据
显示，5月份全英房价年度增速为1.9%，低
于 4 月份的 2.2%。全国建筑商协会数据
显示，5月份全英房价年度增幅为2.4%，低
于4月份的2.6%。

英国国家统计局日前表示，从趋势
上看，英国房价年均增速应处于 4%至
5%之间。显然，近期由于伦敦市场的冲
击，全英范围内房产市场开始背离历史
均值。分析认为，近期伦敦市场价格下
滑主要是需求下降所致，这一态势从
2016年中就开始显现。

据分析认为，造成需求下滑的原因
之一，是英国国内印花税和抵押贷款利
率的变化。其中，二套房产印花税上调
冲击了多数伦敦高净值客户的后续购房
需求。同时，年初英国央行停止“定期融
资计划”，阻断了对银行的廉价信贷资金
供应。在整个“定期融资计划”实施期
间，央行向英国银行业提供了1270亿英
镑的廉价资金，目前虽然银行系统仍持
有近 600 亿英镑资金，但上述计划中止
之后，英国两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已经达
到了高位，这也迫使多数期待购买首套
房的英国居民放弃了购置计划。

脱欧是住房地产市场价格下滑的又一
原因。分析认为，对于欧洲居民而言，脱欧
意味着英国控制来自欧洲的移民数量，显
然在英购置房产并不划算。对于其他海外
投资者而言，英国居住房产一直是具有高
回报率的投资资产。但是，脱欧带来的不
确定性造成当前房产估值和未来前景均存
在困难，因此英国全境，尤其是伦敦地区的
投资性房产交易大幅缩水。

在商业地产领域，英国皇家特许测量
师学会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延续了此
前 3 个季度微弱增长的态势，造成 3 月底
新增租赁需求年度增幅几乎为零。第一太
平戴维斯数据显示，全英最关键地区，大伦
敦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一季度数据远不
及去年同期。总体销售和租赁数据相比
2017 年一季度下降了 11%，较 10 年平均
水平下降了30%。

商业地产市场低迷也从另一个层面反
映出脱欧的冲击。数据显示，虽然办公需

求和工业用房需求出现不同程度增长，但
零售业租赁需求大幅下滑，已降至2009年
以来最差水平。由于近期英国家庭收入受
到经济增长低迷和通胀高企双重侵蚀，零
售业超预期低迷导致该行业租赁需求加速
下滑。全英境内零售租赁总体空置率上升
明显，租金也滑落至2016年二季度以来的
最差水平。

当前，市场低迷和预期持续走弱已使
各方担忧地产市场风险外溢，首当其冲的
是公共财政健康度。分析认为，从历史上
看，一旦英国地产价格出现下跌势头，要实
现逆转往往需要数年时间。对于高度依赖
印花税的英国政府财政而言，这无疑是一
个坏消息。

不过，当前这一事态尚未发展为抵押
贷款系统风险和地产基金大规模赎回风
险，英国商业银行部门也有能力应对初期
风险。事实上，对于英国银行体系而言，最
新银行压力测试结果表明，即使面临家庭
地产和商业地产价格分别出现 33%和
40%的下行修正，英国 5 大商业银行仍能
够抵御风险。但是，令各方担忧的不是商
业银行而是英国央行。目前，英国基准利
率仍处于0.5%的历史低位，购债计划也在
延续。市场关注的重点仍然是英国何时真
正实现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加息。如果地
产市场修正风险演变为危机，英国央行则
将面临没有足够工具应对危机困境。

增速下滑 价格下降

英 国 房 地 产 市 场 持 续 降 温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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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苏黎世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中国工商银行
苏黎世分行日前在瑞士苏黎世开业，来自瑞士联邦及
苏黎世州政府领导人、瑞士央行行长、瑞士工商界代
表、中国工商银行代表、中国驻瑞士各代表机构官员及
新闻媒体人士等应邀出席，共同见证工商银行开拓世
界老牌银行业强国金融市场的这一盛举。

中国工商银行苏黎世分行正式开业，标志着该行
在世界重要金融中心的网络布局进一步完善，有助于
提升工商银行对中欧经贸金融往来的支持力度与全球
服务水平，对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亦有重要推
动作用。此前，工商银行苏黎世分行已获得瑞士金融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金融业务经营牌照。

瑞士联邦副主席兼财政部长于利·毛雷尔代表瑞
士联邦政府对工商银行苏黎世分行的开业表示热烈祝
贺。他说，瑞中两国合作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巨大发展
空间，相信工商银行苏黎世分行将对进一步促进瑞中
两国的经贸投资往来、深化双边金融领域合作、促进两
国人民相互了解和推动瑞中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作出更
大的贡献。

瑞士国家银行行长托马斯·乔丹表示，瑞士金融业
历史悠久，具有高水准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成熟完善
的法律制度、高度稳定的经济政治环境，以及大批训练
有素的从业人才储备，这些资源可以为工商银行在瑞士
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期望工商银行苏黎世分行对推动
双边金融和经贸领域长久互惠合作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工商银行行长谷澍表示，工商银行一贯重视为推
进中瑞两国经贸往来提供优质服务，并将进入瑞士金
融市场视为工商银行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布局之一。工
商银行苏黎世分行将积极融入当地金融市场，努力成
为瑞士本地金融市场的积极参与者和金融服务提供
者，竭诚为中瑞两国企业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金融服
务，助推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苏黎世分行开业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近日，德国经济研究
所（DIW）和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均下调了德国经济
增长预期。IFO 研究所最新公布的预测显示，今年德
国经济增长为1.8%，大幅下调了今年早些时候2.6%的
增长预期。

预测显示，明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也将由此前的
2.1%下调至1.8%。但是，德国政府公布的明年经济增
长预期仍维持2.3%不变。

IFO 研究所专家表示，当前德国经济形势呈现出
波动走势。今年上半年德国相关经济数据指标明显不
及预期。研究所公布的商业景气指数今年也呈回落走
势，原因是世界范围内影响经济增长的风险因素明显
增加。专家表示，尽管德国经济仍将保持增长，但增速
将明显低于此前预期。

此前，德国经济研究所已将今年德国经济增长预
期由3月份预测的2.4%下调至1.9%。此外，该机构还将
明年德国经济预期由此前的1.9%下调至1.7%。

尽管两大研究机构纷纷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但
对就业方面的预期仍然较为乐观。IFO研究所的数据
显示，今年德国失业人口有望从去年的 250万下降至
230万，明年这一数字将继续降至220万。

数据显示，德国居民个人消费仍将继续保持增长
势头。今年德国居民个人消费较去年同期有望实现
1.3%的增长，明年增速有望达到1.8%。

6月 21日，数千名瑜伽爱好者在纽约时报广场参加瑜伽免费教学活动，迎接夏至的到

来。图为人们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练习瑜伽。 （新华社发）瑜伽迎夏至

本报讯 记者朱琳报道：2018中国
—尼泊尔商务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探
讨中尼两国经贸合作前景，约 300 位政
府与工商界代表参加论坛。

尼泊尔总理奥利在致辞中表示，尼
泊尔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拥有相
同的文化和传统。两国在政治上始终保
持高度互信，双边关系得到多元化发
展。奥利说，中国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作为中国的近邻和伙伴，
他十分赞赏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所扮演的
积极角色和发挥的影响力。“中国有能
力、有资源帮助尼泊尔实现发展目标。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从而促进
共赢。”奥利说。

去年 5 月份，中尼两国政府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尼泊尔政府关于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为两国合作勾画了更加清晰的蓝
图，注入了更加强劲的动力。中国贸促
会会长姜增伟表示，双方应继续扩大双
边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展投资合作领域，
深化旅游业合作。

中国—尼泊尔商务论坛举办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郭凯报道：首
届法语非洲国家教育数字化研讨会近日
在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举行，研讨会主
题为“分享和交流数字化教育的经验”。

对于塞内加尔和许多非洲国家来
说，数字化和远程教育正逐渐成为主流
趋势，以摆脱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教育
设施落后、师资不足、教育资源匮乏的困
难局面。目前，中国的华为、中兴等企业
正在积极进军非洲数字化教育市场，为
非洲各高校提供相关设备和成套解决
方案。

法语非洲国家研讨高教数字化

本报首尔电 记者白云飞报道：韩国
银行（央行）日前公布了今年 5 月份韩国
金融市场动态，金融市场总体表现稳定。

由于市场对包括韩国在内多国货币
政策的期待产生变化，5 月份韩国国债利
率下降。从近 3 个月情况来看，韩国国债

利率呈持续下降趋势。受房贷增加等因素
影响，5 月份韩国家庭负债涨幅较上月小
幅扩大，比今年 4月份新增 5.3兆韩元。截
至 今 年 5 月 份 ，韩 国 家 庭 负 债 额 共 计
786.8 兆韩元。韩国企业的银行贷款额 5
月份环比增加 4.9 兆韩元，但涨幅环比下

降。截至 5 月份，韩国企业的银行贷款额
共计807.3兆韩元，且呈持续上涨趋势。此
外，银行收支扭亏为盈。今年 4 月份韩国
银行收支为负 4.5 兆韩元，由于定期存款
增加，5 月份韩国银行收支情况由支出转
为收入，收入额为14.5兆韩元。

韩国金融市场总体表现稳定

本版编辑 徐 胥

德国两大机构大幅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为纪念中柬建交
60 周年，推动中柬文化深入交流与合作，中柬建交
60 周年友好关系研讨会于日前在金边举行。来自两
国的数十位学者，围绕历史、政治、经济、教育等议
题分别发言，来自政府、学校、企业等的200余位各
界人士参会。

柬埔寨副首相本钦表示，中柬两国交往历史逾千
年，各阶层交流一直延续至今。在老一辈领导人的精
心培育下，两国友好关系基础扎实。近年来，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柬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不断向前推进。今年是两国建交60周年，本次研讨
会的召开为两国学者提供了相互交流、探索的平台，为
两国人心相通搭建了桥梁。

中国驻柬使馆临时代办李杰说，中柬两国是和睦
相处的好邻居、情同手足的好兄弟、肝胆相照的好朋
友、休戚与共的好邻居。李杰认为，延绵不断的交往历
史、一致的交往准则和共同的时代课题是两国关系持
续友好的重要原因。当前，两国高层往来频繁，战略互
信不断加深，经贸务实合作扎实推进，发展战略深度对
接，文化教育交流发展迅速，民心相通成果丰硕。相信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一定会有更加光明灿
烂的未来。

中柬建交60周年友好关系研讨会举行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澳大利亚最大
电讯公司 Telstra 日前宣布了重组计划，核心内容是
在未来 3 年内裁员 8000 人，旨在使劳动成本降低
30%，争取在2022年前削减10亿澳元成本，从而改善
公司盈利状况。该计划宣布后，Telstra股价大跌，创
下7年来新低。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安迪说，全球电信环境已经发
生了重大变化，竞争日益激烈，Telstra若要继续保持
市场领先地位，就必须大胆改革，削减不必要的开支。
预计此次裁员主要针对公司管理层和行政人员。据
悉，该公司重组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将基础设施业务从
移动业务中拆分、出售超过 20 亿澳元的非核心资
产等。

澳大利亚最大电讯公司宣布重组

当地时间 6月 22日，在经历漫长谈判
后，欧元区财政部长们就希腊债务减免一
揽子计划达成“历史性”协议。

自欧债危机爆发至今，一晃已 8 年时
间。今年 8 月份，第三批针对希腊的纾困
计划即将到期。按照此前的协议，一旦希
腊经济形势好转，有能力独立承担债务，欧
元区即可考虑结束纾困计划并帮助希腊经
济重回正轨。

据悉，在此次谈判过程中，各方本已相
对轻松地达成了共识，但在最后一刻，德国
作为希腊在欧元区最大的债权人对协议细
节提出了异议，无奈各方又继续打了 6 个
小时的“加时赛”。在经历了漫长的彻夜谈
判之后，欧元区财长们终于就 8 月份希腊
退出纾困计划的条件达成一致，同意将希
腊主要债务的偿还期限延后10年，并同意
向希腊提供 150 亿欧元的援助，作为第三

次纾困计划的最后一笔款项，以帮助希
腊缓解退出纾困计划带来的冲击，实现
退出纾困计划的目标。至此，希腊将拥
有约241亿欧元的资金作为缓冲。

与此同时，欧元区其他成员国还会
将此前购买希腊债务的利息所得返还希
腊政府，以帮助其增加财政收入。据统
计，自 2010 年以来，仅德国就从购买
希腊债券中获得了 29 亿欧元的利息
收入。

欧盟经济和金融事务委员皮埃尔·
莫斯科维奇说：“这对于希腊和整个欧元
区很重要，8 年之久的危机结束了。这
条路漫长而艰辛，我们走到终点不容易，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希腊财长察卡洛托斯对结果表示满
意：“我感到很高兴。”但他同时补充道，

“为了实现谈判的真正价值，我们必须让

希腊人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他们需要
真正感受到自己口袋里的变化”。察卡洛
托斯颇有感触地说，“希腊政府不会忘记，
在 这 8 年 中 希 腊 人 民 经 历 了 怎 样 的 痛
苦”。欧元区集团主席森蒂诺表示，在经过
艰苦努力之后，希腊债务危机终于实现了

“软着陆”。
自2010年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一

直依靠来自欧元区其他成员国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贷款勉强度日。在此期间，欧
元区共对希腊实施了 3 次纾困援助，提供
了总额高达2740亿欧元的低息贷款。

在予以援助的同时，国际债权人也向
希腊政府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逼迫希腊实
施多项改革以压缩财政开支，削减政府债
务。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统计，过去3年间希
腊政府共实施了 450 余项改革措施。这一
系列要求如巨石压在希腊经济的“胸口”

上。数据显示，8年间希腊经济下滑近25%，
失业率居高不下已成为希腊经济的常态。

经过希腊政府和各方的努力，近两年
希腊经济终于看到了曙光。在经历了痛苦
的薪金和社会福利削减、大幅增税等一系
列改革措施后，希腊经济形势逐步回稳，财
政状况得到了改善。根据最新数据，今年
希腊经济有望实现小幅增长。

尽管希腊经济形势出现了转机，但重
回正轨的道路依旧漫长，结束纾困救助仅
仅是第一步。奥地利财长罗格尔在谈判后
表示，欧元区将对希腊保持一定的压力，以
确保各项改革措施在中长期内能够得到严
格落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强调，尽管此次
达成的协议有利于帮助希腊进一步缓解压
力，重振经济，但从中长期看，希腊仍需恪
守承诺，严格履行协议所规定的义务。

即将于8月份退出纾困计划——

希腊债务危机有望“软着陆”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