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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为了实现欧盟委员会“欧洲绿色协
议”提出的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欧洲交通运输碳排放量必须减少90%。
但是，目前汽车、航空等交通活动碳排放
仍在增加。为此，欧盟委员会近期公布
了最新的可持续智能交通战略，并将在
随后几年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工具，以便
切实推进绿色交通，其最终目标就是到
2050年，力争每一辆汽车包括卡车都达
到零排放标准。欧盟的一系列绿色行动
计划无疑将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出行方
式，也有助于改善气候环境。

欧盟提出的新交通战略的核心就
是充分运用数字技术，使出行和移动变
得更聪明、更高效、更环保。对于欧洲
区域来说，该战略将改变人员和货物在
欧洲的流动方式。

新战略还提出了具体目标，包括到
2030年至少有3000万辆零排放汽车在
公路上行驶，以及效率更高的自动化机
动车技术研发和推广，并在2050年应用
到所有车辆上。欧盟委员会还强调了
电动汽车在其绿色金融分类中的重要
性。这将对排放量最大的道路运输行
业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航运业也在积
极更新现代化船队，以便达到欧盟绿色
标准。据悉，欧盟委员会打算在今后两
年修订轻量和重型运输的二氧化碳法
规。同时，欧盟委员会再次确认了在欧
洲各地安装300万个公共电动汽车充电
端口和1000个氢气加气站的目标。目
前，欧盟只有大约20万个充电设施。

按照这项战略，到2025年欧洲还将
实现锂电池生产自足，摆脱对进口电池
的依赖，为至少600万辆电动汽车提供
动力。欧盟委员会预计，到2025年欧洲
道路上的低排放车辆将达1300万辆，因
而需要进一步加大投资。市场人士认
为，为电动汽车建立本土化供应链是欧盟发展电动汽车的关键。目前，欧
洲有15家大型电池工厂正在建设中，其中包括瑞典北伏特公司在瑞典和
德国的工厂，中国电池制造商在德国的工厂等。这意味着，今后5年欧盟
汽车市场将会重新洗牌，汽车、货车和卡车完全电动化的时代正在到来。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将2021年定为“欧洲铁路年”，希望到2030年高
铁交通量翻一番。这可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项目投入和简化跨境票务服
务来实现。新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500公里以下的旅行应该实现碳
中和。到2050年，多达95%的客运服务和近90%的货运列车要实现电气
化。言外之意，这是直接将铁路旅行作为公共交通的必然选择。对于铁
路来说，电气化则是主要选择。

欧盟还希望通过绿色金融等措施，为投资者提供明确的绿色环保指
导，将私人资金引向电动汽车等领域，加快向清洁、绿色交通过渡。在欧
盟可持续性绿色融资的帮助下，大众汽车和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已承诺
将推出新的电动汽车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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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日本政府确定了“经济增
长战略行动计划”，将促进中小企业合
并、扩大经营规模、提升生产效率作为重
要内容，并承诺向这些企业提供财政补
助、税制优惠等支援措施。

据了解，计划中包括对出让中小企
业的企业主提供税收优惠，对扩大规模
的企业提供财政补助和金融支援，修改

“中小企业基本法”等相关法律，放宽资
本金标准，扩大对中小企业的定义范围，
使更多企业能够享受到这种优惠，以此
促进企业新陈代谢，提高中小企业竞争
力，并明确提出5年内使人均生产效率
提高5%以上。

日本首相菅义伟强调：“提升企业生
产效率是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课题，今
后将为此采取所有必要措施。”菅义伟在
此前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就提出促进中小
企业兼并增效。为避免社会误解此政
策，政府特意声明，“此政策并非以淘汰
中小企业为目的”。

中小企业是日本经济的基础。根据

日本中小企业基本法，企业规模以资本金
和员工人数来划分。制造业中300人以
下、批发服务业中100人以下、零售业中
50人以下的均属于中小企业。根据日本
《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日本大企业有1.1
万家，中小企业共有358万家。中小企业
占日本企业总数的99.7%，雇用了社会劳
动力的68.8%，创造的附加值占全社会的
52.9%。日本的支柱产业——汽车、机械
制造等行业依托大量中小企业完成零部件
生产。一些中小企业掌握着先进的独门技
术，曾经是日本经济和技术实力的象征。
但如今，中小企业中大量采用家庭作坊式
生产，设备陈旧、效率低下，甚至长期靠补
助金维持经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
府发放企业补助时，一些企业因没有网络
设备，不会操作电脑而无法提交网上申
请。此前政府制定的针对中小企业的政策
大部分以资金规模划界，导致一些企业为
享受政府补贴而拒绝扩大规模。经济学界
早有专家提出，应通过兼并吸收使中小企
业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如今，日本中小企业生产效率低下，
人均产值仅相当于大企业的一半。据介
绍，与大企业人均585万日元的产值相
比，中型企业人均产值仅为326万日元，
小规模企业则低至174万日元。日本建
筑业、制造业和信息通信产业中，中小企
业人均产值相当于大企业的一半，而零
售、住宿、餐饮等服务业人均产值更低。
根据日本生产效率本部的调查，在西方七
国中日本劳动生产率最低，仅相当于美国
的60%、欧洲的75%左右。在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日本产业
效率排第21位。中小企业生产力低下严
重拉低了日本的整体生产力。日本政府
2019年制定的经济增长战略提出要使中
小企业的盈利企业从70万家增加至140
万家，足见中小企业经营困境的程度。

为支持中小企业提质增效，日本政府
已经确定的第3次补充预算和正在制定
的明年年度预算中均将支持中小企业作
为一项重点项目。疫情以来对中小企业
发放的维持经营补助金将于明年1月底

结束，之后政府提出促进中小企业重新构
筑事业项目，引导其适应经济社会变化，
促进业态转换和开拓新业务。如服装店
开设网店业务、原来生产燃油汽车零件的
企业转型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等，政府将
提供设备投资补助，对每家企业补助金额
最高可达1亿日元。

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宫川努认为，日
本中小企业曾经凭借独门绝技以及经营
方式机动灵活，赢得了发展先机。众多小
企业依托大企业发展，也加速了技术推广
普及。但近年来中小企业趋于僵化，因工
资低难以招收优质员工。一些中小企业
甚至出现接班难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后，日本经济恢复明显落后于其他西
方国家，暴露了“日本模式”的弊端。特别
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及此后多次危机
中，政府对策多是保护产业和企业经营结
构，对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着力不
足。此次日本政府提出促进中小企业做
大做强战略，将有利于企业转型和日本经
济的长期发展。

日本推动中小企业兼并增效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希腊学者、国际关系和中国问题专家
海尔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国每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始
终是国际社会和媒体关注的重大事件。
由于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的经
济普遍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作为今年唯一
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这次
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整个世界经济而言显
得尤为重要。海尔用“中国乐观地展望未
来，为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做规划”来形容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她表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

实施紧急措施直接有效地遏制新冠肺炎
疫情蔓延的国家。中国在较短的时间里
控制住疫情，将死亡人数和传染人数降到
最低，为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对于其他
国家政府来说，中国采取的社会和经济

“组合拳”是他们需要学习的典范，因为很
多国家仍然找不到能够将保护公共卫生
和促进经济复苏相结合的政策组合。中
国在应对这种国际重大挑战时的表现再
次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

海尔认为，2021年是中国现代化建
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也是

“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将开启中国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因此，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承上启下的作用
更加突出。会议总结了2020年的经济成
就和问题，并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
指引，奠定了发展基调。

“中国可以通过政府的有效调控和经
济的强大韧性，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海
尔指出，2021年将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坚实第一步，以中国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有助于提振中国国内的市场需求，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
强劲动力。

海尔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
提出的“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
行动方案”再一次明确了中国的碳中和工
作步骤，这显示了中国切实履行《巴黎协
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

希腊学者、国际关系和中国问题专家海尔：

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为中国经济提供强劲动力
本报驻雅典记者 曲俊澎

陕西是著名革命老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

一。农行陕西省分行在助力全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践

中，聚焦“三大任务”持续发力，千方百计拓展非信贷

扶贫，为陕西省贫困县区整体脱贫“摘帽”做出了贡

献。陕西省分行连续14个季度获评金融精准扶贫绩效评

估“优秀档”，2019年至2020年第1季度连续5个季度

考核结果位居全省31家银行机构前列。先后被陕西省评

为驻村联户扶贫工作优秀单位，被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

行评为结对帮扶工作先进单位。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农行陕西省分行在省市

行均成立了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实行“一

把手”负责制，并建立了班子成员挂点联系重点贫困县

制度；在省市行及扶贫重点县支行设立了扶贫开发金融

部；在支行组建扶贫工作团队，负责金融精准扶贫日常

工作，搭建了“总行统筹、省市分行推进、县支行抓落

实”的工作机制。选派14名处级干部到地方政府挂任金

融扶贫副县长，全辖选配全脱产驻村扶贫干部133人，

其中第一书记38名，推动66个贫困村整村脱贫。先后出

台了《农行陕西省分行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陕西省分行服务“3+X”工程推进产业脱贫夯实

乡村振兴基础的实施方案》等多个工作方案，确保金融

扶贫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农行陕西省分行将

产业扶贫作为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切入点和重要抓手，

制定《县域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构建“主体带动、农行

让利、贫困户受益”的扶贫利益联结机制，聚焦国贫

县、深贫县，积极推广产业带动、项目服务和政府增信

三种模式，实现了“支持一个产业、繁荣一片区域、带

富一方百姓”。“十三五”期间，累计投放产业精准扶贫

贷款224亿元，带动10万贫困人口增收；果业和畜牧业

贷款累计投放147亿元，余额60亿元；水利贷款累计投

放87亿元，余额74亿元；县域旅游贷款累计投放14亿

元，余额9亿元。

脱贫攻坚关键在于金融的“浇灌”。“十三五”期

间，农行陕西省分行在贫困地区新设人工网点6个，自

助银行27个；建立惠农通服务点2.2万个，其中贫困地

区布设1万个，贫困县行政村农行电子机具覆盖率超过

85%，构建了“物理网点+自助银行+惠农通服务点+互

联网金融平台”的“四位一体”渠道体系，使贫困地区

群众足不出村即可享受到基础金融服务。

针对农户贷款担保瓶颈，农行陕西省分行利用互联

网和大数据技术，推出线上农户贷款产品“惠农e贷”，

建立“银担”合作体系和工作对接机制，在农行系统内

率先推出30万元以下“见贷即保”农户贷款产品——

“农担e贷”，累计投放55亿元，余额40亿元，惠及农户

2万户，基本解决了农户贷款担保难题。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农行陕西省分行在扶贫

重点县贷款累计投放1126亿元，余额643亿元，占全

行贷款的四分之一，较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开始的2015

年末增加346亿元，增幅达117%；深度贫困县区贷款

余额 136 亿元，较 2015 年末增加 77 亿元，增幅为

131%，2020年贷款增速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5.7个

百分点；累计投放精准扶贫贷款449亿元，带动38万贫

困人口增收。

此外，“十三五”期间，农行陕西省分行还为贫困县

支行单列信贷计划229亿元，共减免深度贫困县支行贷

款经济资本占用16.6亿元，穿透式配置贫困县支行战略

费用预算4566万元，固定资产预算2081万元，对11个

深度贫困县区支行网点建设、渠道建设费用全额保障，

为贫困县支行配置更新车辆53辆，安排捐赠扶贫资金

126万元，降低深度贫困地区本地生源校园招聘门槛，专

项招聘大学生村官22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生21名，

实行贷款利率专项优惠政策，降低贫困户和带贫企业资

金成本。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贫困地区农产品“卖难”

的情况，农行陕西省分行线上用好农行扶贫商城平

台，通过“扶贫商城+贫困县企业 （合作社） +贫困

户”联动，打造扶贫专区，完成西安交大、西工大等

7家中央在陕单位电商扶贫合作专区建设，组织推荐

233家贫困县商户入驻农行扶贫商城，上线商品1858

款，实现 56个重点贫困县全覆盖。线下通过举办现

场展销活动、各级行食堂购买、鼓励员工购买、信贷

支持龙头企业、东西部协作等多种措施，累计帮助贫

困户销售农产品1.3亿元，直接购买贫困户农产品460

万元。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农行陕西省分行）

农行陕西省分行：

精准“输血” 激活“造血”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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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陕西省分行贷款助柿农获丰收农行陕西省分行贷款助柿农获丰收

农行陕西省分行精准扶贫让山村更美农行陕西省分行精准扶贫让山村更美

农行陕西省分行员工深入农村上门服务农行陕西省分行员工深入农村上门服务

农行陕西省分行扶持秦巴山区贫困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农行陕西省分行扶持秦巴山区贫困群众发展特色产业

农行陕西省分行大力支持现代农业农行陕西省分行大力支持现代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