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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对世界经济而言是极不寻常

的一年。大范围的封锁措施、遭受重创的航

空旅游等行业、创纪录的政府补贴和规模庞

大的经济纾困计划，成为去年世界各国经济

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

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也经历

了极其困难的一年。近日，德国联邦统计局

公布了 2020 年宏观经济数据：2020 年德国

GDP较2019年下降5%，德国连续10年的经

济增长被新冠肺炎疫情终结。

各经济领域均受冲击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分析显示，疫情给几

乎所有经济领域带来冲击，其中制造业和服

务业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数据显示，去年

占德国 GDP 四分之一的制造业同比下滑

9.7%，其中加工类企业下滑高达 10.4%。由

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封锁措施，服务业受到

严重冲击，贸易、交通、餐饮行业较 2019 年

下滑6.3%，明显高于宏观经济总体跌幅。

从数据上看，德国2020年经济下滑基本

在政府、研究机构和央行的预测区间之中。

根据专家估算，2021年第一季度德国经济将

继续小幅下滑。

为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德国政府去年

出台了一系列重磅经济纾困政策。从降低

申请短时用工制度门槛、提高短时用工工资

到降低增值税以刺激消费，再到对企业实施

巨额补贴，根据联邦财政部去年 10 月份的

估算，德国政府 2020 年和 2021 年为应对疫

情的总支出将高达 15000 亿欧元。随着又

一波疫情的到来和去年年底开始的第二轮

封锁措施，这笔支出还在不断增加。但是德

国政府连续多年实现财政盈余，并严格将公

共债务保持在较低水平。正是得益于多年

来健康的财政状况，德国政府对企业进行如

此大规模的救助颇有“底气”。

疫情“严冬”中的生机

尽管当前经济仍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

但制造业和对外贸易持续回暖，给疫情“严

冬”中的德国经济带来了生机。自去年夏天

开始，随着当时疫情的缓解和封锁措施的解

除，德国开始全面复工复产。全球范围内需

求回升，德国制造业企业订单数持续增加。

专家预测，2020 年第四季度德国制造业有

望实现4%至6%的环比增长。

汽车行业作为德国制造业的晴雨表，去

年第四季度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相关数

据显示，去年 12 月德国新机动车注册数量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9.9%，表明德国国内汽

车消费在逐步复苏。这不仅是德国汽车工

业在疫情下释放出的一个积极信号，也反映

出德国居民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在疫情持

续近一年后逐步显示出积极的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在新一波疫情中，德国政府

采取了相对宽松的防控措施，尽可能使经济

保持运行，除服务业外，其他行业基本没有

“停摆”，制造业作为德国经济的支柱产业还

在逆势持续回升。专家分析指出，德国经济

今年仍将有所好转。

对华贸易逆势上扬

毫无疑问，过去的一年德国经济遭受

重创。但得益于长期保持稳定增长，凭借

健康的财政状况和稳定的债务水平，德国

政府得以在经济纾困方面拥有足够的空间

施展拳脚，最大程度地救助德国企业，确

保就业稳定。但应当看到，伴随世界经济

陷入衰退，以对外贸易为重要支柱的德国

经济将在一段时间内面临全球需求下降、

市场萎缩的困境，这将是德国经济面临的

最严峻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对主要贸易伙伴

贸易量萎缩的同时，中德之间的贸易额却保

持了稳定增长。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

据 ，去 年 11 月 ，德 国 对 华 出 口 同 比 增 长

14.3%，逆势上扬。德国企业对疫情下深耕

中国市场报以极大希望，不少德国企业将中

国看作疫情之下德国经济的希望。

进 入 2021 年 ，德 国 疫 情 防 控 压 力 不

减。德国政府目前正在酝酿出台更严格的

防控措施，短时间内解除封锁希望渺茫。全

球大部分地区尚未走出疫情的阴霾，世界经

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与不确定性仍然很高。

德国政府和全社会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严

格遵守防疫措施并加快疫苗接种进度，尽快

控制疫情，方有可能重新恢复社会经济正常

秩序。

连续10年增长被终结，2020年GDP下降5%——

德国经济经历“极其困难”的一年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疫苗的大规模接种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重

回正轨的关键所在。中方多次承诺，中

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

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

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

献。中方还承诺，疫苗愿率先惠及非洲

国家。荒谬的是，一些政治势力跳将出

来，对中非疫苗合作进展编造出各种负

面的解读，诬蔑中国“口惠而实不至”，甚

至指责中国通过所谓“疫苗外交”在非洲

赢得地缘政治竞争。这纯属子虚乌有、

恶意中伤。

中国向来言必信、行必果，疫苗国际

合作自然也是如此。从多边层面看，

2020 年 10 月 8 日，中国正式加入“新冠

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以实际

行动促进疫苗公平分配，确保为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非洲中低收入国家提供疫

苗。从双边层面看，2020 年 12 月 10 日，

中国开始向埃及提供疫苗，埃及成为非

洲首个获得新冠疫苗的国家，疫苗将优

先惠及该国医务人员和弱势群体。2021

年 1 月 10 日，塞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接

种中国疫苗，成为非洲首个接种新冠疫

苗的国家元首，该国计划在 3 个月内为

70%人口接种疫苗；摩洛哥、尼日利亚等

多国或已向中国订购疫苗，或正与中国

商讨合作。此外，中方还将以捐赠和无

偿援助等形式优先向非洲提供疫苗。

技术成熟、成本较低、储运方便……

中国疫苗惠及非洲实实在在，非洲国家

也为中国疫苗投下“信任票”。在非洲看

来，真正“口惠而实不至”的恐怕另有其

人。肯尼亚主流媒体《星报》的评论文章

指出，西方国家大量预订囤积疫苗，致使

疫苗厂商难以为非洲留足产能，这“暴露

出西方国家的伪善”。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对疫情，没有哪个国家

可以独善其身。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公共卫生体系薄

弱，只有帮助他们筑牢抗疫防线，全人类才可能迎来抗疫斗争的

最终胜利。

疫情仍在各国肆虐，中国不是救世主，但我们愿做及时雨，

是在朋友危难时同舟共济的真诚伙伴。中方抗疫援助的初衷，

就是尽可能多地挽救无辜的生命；中方的信念始终如一，就是各

国共同战胜疫情才是真正的胜利。中国的对外援助从不谋求任

何地缘政治目标，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盘算，也从未附加任何政

治条件。相反，西方一些国家往往在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以所

谓“民主”“人权”之名，行干涉受援国内政之实。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通过技术转移与产能合作将疫苗生产

部分落地非洲本土，这既保障了中非双方疫苗的持续供应，又加

快了疫苗在非洲大陆的分销，有力提高了疫苗在非洲的可及性

和可担负性。

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在跟病毒赛

跑、与死神竞速的关键时刻，任何分散抗疫合力的声音和行为，

都是对生命的漠视。中国疫苗惠及非洲不容污蔑。奉劝那些惯

于“逢中必反”的人，切莫以己度人曲解中国的善意，少些信口雌

黄，多做国际抗疫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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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疫苗惠及非洲实实在在，非洲国家

为中国疫苗投下“信任票”。对中非疫苗合作

进展的负面解读纯属子虚乌有、恶意中伤。

本版责编 周明阳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重创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经济，当前仍在持续的疫情也给 2021

年该地区经济发展前景带来了挑战。世界银

行发布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该地

区 2020年经济会萎缩 3.7%，而 2021年经济增

长将温和反弹至2.7%。

全球发展中国家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鉴于经济体量与结构不尽相同，地

区各国受疫情影响不一。报告认为，诸如安

哥拉、赤道几内亚、刚果共和国、南苏丹等石

油出口国因 2020 年油价大幅下跌苦苦挣扎，

而以旅游业著称的佛得角、埃塞俄比亚、毛里

求斯、塞舌尔等国的游客资源几乎完全中断，

但贝宁、科特迪瓦、马拉维、乌干达等农产品

出口国的经济收缩幅度并不明显。

作为地区经济“领头羊”，尼日利亚和南

非石油产量去年大幅下降。报告称，大面积

蔓延的疫情影响到所有经济部门，预计 2020

年尼日利亚经济将萎缩 4.1%；大面积封城的

严厉措施也导致南非经济陷入停滞，预计

2020年该国经济将萎缩7.8%。

与此同时，疫情还对民众收入造成了灾

难性影响。报告称，2020 年该地区人均收入

下降 6.1%，使得地区内四分之一经济体民众

的平均生活水平倒退至少 10 年。鉴于 2021

年疫情无法得到迅速遏制，预计今年该地区

人均收入将会继续下降 0.2%，这会进一步制

约该地区许多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

程，并导致累计数千万人陷入极端贫困。

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报告称，预计 2020

年该地区经济萎缩较为严重的国家为塞舌尔

（-15.9%）、毛 里 求 斯（-12.9%）、佛 得 角

（-11%）、赞比亚（-10%）、博茨瓦纳（-9.1%）

以及赤道几内亚（-9%），而 2021 年经济增长

展望前景较好的国家为肯尼亚（6.9%）、博茨

瓦纳和卢旺达（均为 5.7%）、坦桑尼亚、佛得

角、科特迪瓦、几内亚（均为 5.5%）、毛里求斯

（5.3%）、尼日尔（5.1%）、贝宁（5%）。

2020 年该地区经济受到了疫情的严重

影响，但全球抗疫行动和全球经济复苏也给

该地区经济带来良好前景。研究认为，尽管

该地区私人消费和投资复苏力度低于此前

预期，但预计地区经济体出口增长将逐步加

快，与其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活动的反弹相一

致，尤其是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将提振此地

区的经济活动，农业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

反弹势头预计会稍强。另外，得益于疫苗开

发与逐步推广使用、各国新一轮财政刺激措

施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活

动复苏等，该地区 2021 年经济增长将温和反

弹至 2.7%。

考虑到尼日利亚和南非对该地区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报告还着重展望分析了两国的

经济前景，鉴于低油价预期、欧佩克配额、政

府收入疲软导致的公共投资下降，企业倒闭

导致的私人投资受限以及外国投资者信心减

弱等因素，今年尼日利亚经济增长预计将恢

复到 1.1%；考虑到南非疫情持续，且依然需要

政府采取进一步遏制措施，该国经济增长预

计将在2021年反弹至3.3%。

总体看，今年该地区经济仍存在下行风

险，而新冠疫苗能否在该地区迅速广泛推广

使用是关键。作为其主要贸易伙伴，欧美经

济复苏可能会低于预期；该地区薄弱的交通

基础设施和卫生系统能力可能滞缓经济复苏

步伐。此外，该地区政府债务去年大幅增加，

预估已达 GDP 的 70%，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

一些经济体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企业收入

下降难以偿还债务，进而导致银行不良贷款

增加。

预计2021年经济增长将温和反弹至2.7%

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复苏仍面临考验
本报驻达喀尔记者 宋 斌

本报新加坡讯（记者蔡本田）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

制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在 2020年新加坡经济出现严

重衰退的情况下，前 11个月新注册成立的商业实体公司

达 58075 家，同比增长 2.14％。新设立的公司涉及各行

各业，以制造、批发、零售和餐饮业为主。

市场原本担心的公司“倒闭潮”没有发生。数据显

示，2020年前 11个月，终止营业的商业实体公司为 39090

家，不仅比 2019 年同期的 43685 家下降了 10.52％，还创

下3年来的新低。

形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此前就开始筹备在

2020年开业的商业实体公司按原计划投入运作，另一方

面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政府采取的多项财政和货

币政策发挥作用，帮助营业中的商家渡过难关，另外一

些人在看到新商机后入局，如政府推进数字化建设带来

许多商机，吸引了不少新商家。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和信息服务公司益百利日前

发布的调查显示，反映本地中小企业对未来 6 个月商业

展望的“中小企业指数”，已由之前的历史低点 46.3上升

至 48.2，商家对 2021年上半年经济展望的悲观看法已有

所改善，对未来 6个月的营收、盈利、招聘、产能利用率以

及取得融资等方面的展望都比之前更好。

2020年新加坡新注册

公司数量逆势增长

20202020 年年 1111 月月 22 日日，，在德国首都柏林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名男子一名男子

站在因疫情关闭的柏林爱乐音乐厅的围栏旁站在因疫情关闭的柏林爱乐音乐厅的围栏旁。。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单宇琦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