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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国联邦政府正式公布的最新
秋季经济预期报告指出，尽管今年德国经
济仍将连续第十年保持增长，但增长预期
已经被下调至0.5%。明年德国经济增速
也被下调至1.0%。

不久前，德国各主要经济研究机构公
布了今年的秋季经济形势报告，将德国今
年经济增速由此前的0.8%下调至0.5%，明
年经济增速由此前的1.8%下调至1.1%。
这一预期与德国经济部公布的秋季预测报
告基本相符。但是，研究机构的分析要相
对悲观，认为德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主
要原因包括世界范围内对资本品需求持续
下降导致德国对外贸易面临压力、国际政
治局势不稳以及德国汽车工业面临转型压
力等。而且，德国制造业正处在衰退中，并
直接波及与其相关的服务业领域。德国经

济目前之所以仍处于增长状态，主要得益
于个人消费领域持续向好。

德国经济部长阿特迈尔表示，当前德
国经济面临相对复杂的形势，不同行业发
展趋势呈现出明显差异。例如，以对外出
口为依托的制造业受贸易摩擦、脱欧等外
部因素影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相比之
下，德国国内市场相对稳定，就业和居民
收入稳步增长，建筑行业呈现较快增长。

阿特迈尔认为，现在各行业应行动起
来，力保德国经济保持相对稳健的走势。
德国企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仍需要政
府政策支持。德国政府将继续通过减税、

提高行政效率等方式助力企业发展。
在谈到德国政府是否会出台全面经

济刺激计划时，阿特迈尔表示，德国当前
经济形势并不很差，德国政府没有必要推
出全面的经济刺激计划。尽管出口贸易
下滑较快，但手工业等行业仍然保持了增
长。因此，现在并不需要德国政府全面干
预。但他强调，德国政府应当做好准备，
通过减税、降低行政审批成本等方式为企
业进一步减负。

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
则认为，当前德国经济形势相当严峻，
2019 年德国经济面临技术性衰退，年末

可能有所好转，但前提是欧美经贸摩擦不
再继续升级、“硬脱欧”能够得以避免、中
国经济持续增长。

不少专家认为，德国当前这种出口拉
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面临瓶颈。特别
是当国际市场需求下滑时，德国制造业、
汽车工业等支柱产业面临的压力会骤然
增大。

对此，不少分析人士给出了解决方
案。面对当前国际贸易存在高度不确定
性，德国必须要“练好内功”。其中，在国
内增加投资是德国破解当前经济增长难
题的一个重要方式，特别是要加大数字化
领域、前沿技术及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当前，德国在扩大投资方面面临的主
要问题并不是资金不足，而是在项目规
划、项目审批等环节效率不高，导致很多
项目无法启动。不少专家建议德国政府
在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投资规划等方面拿
出更切实的行动方案，以增加地方政府和
企业投资信心。

外贸面临压力 增长速度下调

德国经济需加大国内投资增动力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瑞士国际金融国务秘书处日前发布
声明称，欧盟已承认瑞士符合并执行了
国际税收标准，在瑞士宣布实施企业税
制改革后，欧盟正式将瑞士从欧盟避税
天堂灰名单（指名单所列国家承诺遵守
国际税收标准但尚未全面实施，又被称
为观察名单）中移除。

2017年12月份，欧盟公布了避税天
堂黑名单和灰名单。欧盟对名单所列国
家实行定期审查，以推动有关国家改革
税制或增加新的司法管辖区，并防范和
打击公司和高收入阶层各种避税逃税活

动。作为欧盟主要经济伙伴之一，瑞士
被列入灰名单，一度险些进入黑名单。

今年5月份，瑞士选民以66%的赞成
票通过了关于企业税收联邦改革法案。
根据这项法律，瑞士将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废除与国际标准不符的税收制度。
该项法律还引入了国际公认的税收减免
措施，如专利转让优惠税制，力图以此维
持瑞士作为国际商业枢纽的吸引力。欧
盟近日宣布，瑞士已兑现其税制改革承
诺，认为此举满足了欧盟的相关要求。

瑞士与欧盟的关系颇为特殊。虽然
地处欧洲中心，但瑞士长期以来并未加
入欧盟。在经济领域，瑞士与欧盟之间
既有密切联系与合作，又存在矛盾甚至
摩擦，税制即是一项重要议题。目前，瑞

欧之间有100多项双边协议，但欧盟希望
打造一个框架条约来替换现有的这些双
边协议，双方已就此开展了长时间的对
话。瑞士在1972年即与欧盟达成双边关
系中的首个协议，瑞士随后采用了欧盟
的大部分市场规则，欧盟则给予瑞士公
司进入欧盟市场的优惠政策。同时，瑞
士还是申根协定成员国，享受欧盟区域
内人员自由流动的便利。目前，双方在
经济、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等领域已形
成日益紧密的关系。

“走出”欧盟避税天堂灰名单，瑞士
上下“松了一口气”。欣喜之余，瑞士仍
面临新的挑战，即跨国公司如何征税应
税问题。日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公布了一项旨在改革税收规则

的提案，拟对跨国公司对外销售环节而
非总部所在地征税。该提案的初衷是为
确保大型科技公司缴纳税款，但现在更
重要的是约束跨国公司在其大部分业务
所在地避税行为。

对于像瑞士这样的市场规模小但又
拥有众多大型跨国公司总部的经济体而
言，该提案将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有
1000多家跨国公司的总部设于瑞士，其
中许多位列全球500强。据估计，瑞士将
在这项改革中损失100亿瑞士法郎（约合
102亿美元）。以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的
诺华公司为例，该公司在瑞士的销售额
只占其销售总额的2%，但其业务遍布全
球，未来诺华大部分企业所得税或将流
入瑞士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欧盟将瑞士从避税天堂灰名单中移除——

瑞士仍面临跨国公司征税难题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杨海泉

本报伦敦电 记者马翩宇报道：当地时间 10 月 22
日，英国下议院举行了两场关键表决。英国首相约翰逊
的脱欧协议在“二读”审议表决中以329票对299票的多
数优势获得通过，这是脱欧3年来首次出现被下议院接
受的协议。有19名工党议员投票支持了协议，结果超出
预期。但是，在随后下议院对约翰逊3天快速通过立法
程序的时间表投票表决中，议员们以322票支持对308
票反对否决了该动议。这意味着，英国无法在10月31
日前实现“有协议”脱欧，下议院议员需要更多时间审查
和修改法案。

对此，约翰逊表示，将暂停脱欧协议立法程序，等待
欧盟对英国议会延期决定的答复，这份新协议是避免“无
协议”脱欧的唯一协议。此前，约翰逊根据《本恩法案》要
求，向欧盟致信申请将脱欧延期至2020年1月31日，但
在致信中约翰逊明确表示延期是根据英国议会的决定，
自己是被迫的。

据《金融时报》报道，约翰逊23日与图斯克通电话，
他警告欧盟，同意英国议会延期脱欧将给他推动下议院
通过脱欧协议带来障碍，使得他除了推动提前大选外别
无选择。工党领袖科尔宾表示，愿意讨论脱欧协议的立
法时间表，但如果“无协议”脱欧迹象再次出现，将寻求提
前大选。

分析认为，欧盟对于同意延期并无异议，目前仍在考
虑的是延期时间。根据英国下议院的立法决定，脱欧应
延期至2020 年1月31日，但约翰逊给欧盟的延期致信
并未署名，让欧盟略显“尴尬”。欧盟不愿意卷入英国的
国内政治，不想使延期长短问题成为触发英国提前大选
的因素。欧盟可能作出的回应是原则上同意英国议会的
延期时间，但对英国提前完成“有协议”脱欧持开放态度，
给予脱欧灵活的延期。欧盟的最终决定很可能将在25
日或28日揭晓。

英国延期脱欧恐难避免

北京市文联舞蹈杂技精品节目赴欧洲交流展演日前
在匈牙利举办，受到当地观众热烈欢迎。图为演员们表
演创意古典舞《秦王点兵》。 翟朝辉摄

中国舞蹈杂技在匈牙利受欢迎

面对国际市场需求下滑和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增加，德国出口拉动

型经济增长模式压力骤增。要突破这一瓶颈，德国必须“练好内功”，增

加国内投资是破解德国经济增长难题的重要方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