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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统计局2月24日公布了去年第四

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去年第四季度，德国 GDP

环比增长 0.3%，较此前 0.1%的初步核算略有增

加。据此，去年德国 GDP同比下滑 4.9%。这一

成绩与其他欧元区国家相比已算优秀。数据显

示，去年第四季度欧元区 GDP 环比下跌 0.6%，

全年GDP同比下滑6.8%。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德国财政赤字高达

1396亿欧元，较此前初步核算的 1582亿欧元略

低，占德国 GDP 总量的 4.2%，这是德国自 2011

年以来首次出现财政赤字。去年德国执行了一

系列经济纾困计划，导致政府支出急剧增加。

专家表示，鉴于德国多年来良好的财政状况，去

年赤字大幅增加无需过度担忧。

整体上看，去年德国经济形势较此前的预

期略好。这得益于企业大范围实施短时用工制

度和政府对企业的多轮补贴。一系列措施确保

了德国就业形势基本保持稳定。德国联邦劳动

局 的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去 年 德 国 失 业 率 仅 为

5.9%，仅比疫情前略高。这一成绩在欧洲国家

普遍受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已十分优秀。分

析认为，德国采取短时用工制度，最大程度稳定

了就业，对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虽然

在过去一年中居民实际收入略有减少，但总体

水平与疫情之前相差不大。受第二轮封锁措施

影响，去年第四季度德国居民个人消费仅环比

回落 3.3%，与去年第二季度 11%的断崖式下跌

相比有很大改观，显示出就业形势与收入水平

保持稳定对个人消费显著的支撑作用。

对外贸易方面，德国去年对外出口较 2019

年下滑 9.3%，创下自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的最大跌幅。但中德两国间的双边贸易却逆势

增长。数据显示，去年中德双边贸易额增长

3%，达到 2121亿欧元。其中德国对华出口达到

959 亿欧元。中国连续 5 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

易伙伴。

专家表示，疫情期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全

球市场明显萎缩，对外贸易作为德国经济的重

要支柱，承受了巨大压力。中国最早战胜疫情，

经济运行恢复正常，成为去年唯一实现经济正

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市场对很多德国企业

而言至关重要，疫情期间更是成为其全球业务

的唯一亮点。中国市场需求在疫情期间逆势提

升，为德国对外贸易渡过难关提供了重要支撑。

对于今年的经济形势，德国政府和经济界

表现出谨慎乐观的态度。德国经济部部长阿特

迈尔表示，去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好于预期释放

了重要的积极信号。德国政府将在接下来的几

个月内全力推动经济复苏。

根据德国主要研究机构的近期数据，去年

第四季度对外出口持续回暖使德国制造业对未

来业务前景的信心有所提升。分析指出，德国

制造业企业对目前的经营状况和未来一段时间

的业务预期总体持乐观态度。近三分之一的企

业认为当前的经营状况良好。这一比例较去年

下半年有所增加，但与疫情之前水平还有一定

差距。专家认为，当前德国制造业仍处在上升

通道，虽然第二波疫情削弱了回升势头，但总体

回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制造业作为德国的重

要支柱，在 GDP中的占比高达 22%，创造了 640

万个直接就业岗位。

第二轮封锁措施以来，德国经济虽受到一

定影响，但主要集中在服务、零售和餐饮等行

业，制造业等核心经济部门仍然保持了较好的

发展势头，给德国经济复苏提供了有效支撑。

随着德国新冠肺炎疫苗接种逐步走上正轨，学

校、幼儿园等逐步开始复课，今年第二和第三季

度经济活动有望恢复正常。

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变异新冠病毒已在

德国呈现出大规模传播的趋势，给防疫工作带

来新的不确定因素。近期，德国总理默克尔已

多次表示，“解封”进程不可操之过急，如有必要

还将进一步加强防控措施。这无疑给德国经济

的复苏增添了新的变数。

此外，德国政府始终拒绝就“解封”给出具

体时间表，其在防疫政策上的摇摆和缺乏规划

引发了经济界的批评。特别是受封锁措施影响

较大的餐饮、零售和服务业在长达三个多月的

第二轮封锁中遭受重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

关键时刻。未来几个月，这些行业的前途将成

为德国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

去年第四季度GDP环比增长0.3%，中德贸易逆势增长——

德国经济形势谨慎乐观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牛年伊始“币圈”风云又起。2月 23日，比

特币冲刺 6 万美元大关失败，反从 58332 美元

历史高位暴跌最高超过 20%。比特币“过山

车”般的行情令不少“跟风”的投资者损失惨

重。在金融监管缺位和全球治理失灵的背景

下，波动性、投机性、风险性“三高”的比特币，

闪崩只是早晚的事。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一众加密货币风险究

竟何在？

其一，合法性至今存疑。当前，仅少数国

家允许投资加密货币，而视其具有货币功能的

国家更屈指可数。多数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对

加密货币的合法性仍高度存疑，甚至干脆禁止

其用于支付和结算。美国新任财长耶伦就认

为，加密货币在合法性上存在的重要隐患将导

致投资者蒙受损失。

其二，高波动性冲击金融市场稳定。国际

调研机构 Gartner 的调查显示，超过 95%的企

业高管今年仍拒绝将比特币作为企业储备资

产，原因就是其过山车般的行情让稳健的投资

者望而却步，却让投机者有了兴风作浪的

空间。

其三，泡沫化倾向抬头推高全球经济风

险。从几美分到将近 6万美元，比特币只用了

11年。如今比特币总市值已突破万亿美元大

关，相当于印尼这个全球第四大人口国全年的

国内生产总值。看似投资前景大好，一旦泡沫

破碎，接盘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将损失惨重。

更令人忧心的是，在华尔街机构投资者纷纷入

场的带动下，特斯拉等实体经济部门甚至出现

了投资比特币账面收益超过其核心业务电动

汽车销售利润这等怪事。

荒诞与严肃仅一线之隔。这“一线”的粗

细和深浅取决于投资者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

是否准确、对所谓“集体信仰”的甄别是否有

力。加密货币是一种典型的情绪驱动型资产，

其市值多由群体情绪决定而非基于价值基础，

而社交媒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将有

关加密货币的群体情绪转化为金融市场的集

体行动。简而言之，比特币的价格实则取决于

人们愿意支付多少金额。

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破坏全球增长

基础的大背景下，这一轮“币圈”的空多交锋犹

如湖面浮萍，不仅缺乏扎实根基和持续动力，

更日益表现出以变幻叙事操弄行情，塑造“金

融科技奇迹”等集体意识进而脱离全球经济基

本面的危险倾向。

盲目追捧比特币？别犯傻了！就连马斯

克这个忠实的比特币粉丝最近都呼吁投资者

须慎之又慎。毕竟，一句老话说得好，“当潮水

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本报讯（记者袁勇）国际咨询公司埃森哲近

日发布《技术展望 2021》报告称，面对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的冲击，领军企业基于强大的数字能力可

以迅速适应市场需求并展开创新，其营收增幅已

是后进企业的 5 倍；而在 2015 年至 2018 年，两者

之间的差距仅为2倍。

埃森哲技术服务全球总裁兼首席技术官杜

保洛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步伐。然而，也有一些企业缺乏敏捷转型所

需的数字化基础，面临自身短板所带来的严峻

考验。”

埃森哲调研了全球 6200 多位业务和信息技

术高层管理者，其中包括 250 名中国企业高管。

88%的受访中国企业高管表示，所在企业正采取

行动加速创新步伐。85%的中国企业高管认为，

要成为未来市场的领跑者，首先要成为“定义者”。

报告认为，要在未来市场中占据领导地位，

企业需要在 3 个方面努力：首先，技术创新。通

过紧随潮流来分享红利的时代已经结束，疫情带

来的改变将长期存在，唯有将技术置于业务战略

最优先的位置，企业才能够保持领先；其次，主动

求变。领军企业会运用全新思维和全新模式，重

新塑造不同以往的新局面；再次，专注使命。领

军企业将肩负起更为广泛的责任，应当审慎地设

计并应用技术，发挥积极影响，在企业内外构建

更可持续和更包容的世界。

报告还揭示了企业在未来 3 年中需要关注

的五大重要趋势。

第一，面向未来的信息技术系统架构将会是

企业打造竞争力、激发活力的关键一环。企业应

思考建立业务和技术一体化战略。

第二，领军企业正在构建智能的数字孪生世

界，在数字环境中完全还原现实世界现实工厂、

供应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等诸多事物，为运营、协

作和创新等领域带来新机遇。

第三，如今企业各部门都可以使用强大的技

术工具平台，为实施创新战略释放出新的潜力。

每位员工都可以参与创新、优化工作、解决痛点、

促进业务发展，与不断变化的新需求保持同步。

第四，企业领导者需要重新思考工作目的，

并把握机会，重新构想顺应这种新环境的业务

模式。

第五，疫情之下，诸如追踪病例接触者、进行

流畅的支付、建立信任新途径等各种需求开始涌

现，使得企业开始重新关注现有生态中仍未解决

的问题。借助多方信任的系统，企业可以大幅提

升韧性和响应能力，运用新方法开拓市场，并建

立全新的行业生态标准。

盲目追捧比特币?别犯傻！
田 原

本版责编 徐 胥 渠丽华

本报柏林讯（记者谢飞）据德国电器

行业协会（ZVEI）的统计，2020 年中国成

为德国电器产品第一大出口目标国。

数据显示，2020 年德国电器行业对

华 出 口 总 额 为 233 亿 欧 元 ，同 比 增 长

6.5%，涨幅超过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

美国以 173 亿欧元的出口额成为德国电

器行业第二大出口市场，但较 2019 年大

幅回落9.8%。

中国同时也是德国最大的电器产

品进口来源地。2020 年德国从中国进

口电器产品总额达到 549 亿欧元，同比

增长5.8%。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米尔布

莱特表示，德国电器行业去年下半年开始

显现出复苏迹象，商业环境持续改善。目

前该行业的经营现状和业务预期都有明

显提升。去年 12 月，德国电器行业订单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3%，充分显示出该

行业强劲的复苏势头。米尔布莱特特别

强调，德国电器行业在疫情之下回暖，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市场需求增长。

德国产品对中国市场仍然具有极大的吸

引力。

中国成德国电器行业最大出口市场

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企业高管认为——

要成为市场领跑者先要成为“定义者”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破坏全球增长基础，加之金融监管缺位和全球治理失灵，波动性、投

机性、风险性“三高”的比特币，表现出脱离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危险倾向。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

际研究院绿色“一带一路”中心

近日发布的《2020 年中国“一

带一路”投资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

资重点首次转向了可再生能

源。其中，巴基斯坦在可再生

能源领域获得的投资规模十分

可观，可以说“一带一路”在过

去的一年里大大促进了巴基斯

坦国内绿色能源的发展。

报告显示，2020 年能源行

业依旧是“一带一路”投资的重

点，在投资金额和项目数量上

均位列各行业首位，而包括太

阳能、风能、水电在内的可再生

能源的投资占比从 2019 年的

39％上升至 2020 年的 57％，已

构成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主要

部分。其中，水力发电的占比

为 35%，太阳能与风能则共占

22％。对此，报告预测在 2021

年这样的积极趋势还将继续

保持。

报告特别指出，在 2020 年

的“一带一路”能源行业投资

中，巴基斯坦获得的投资额最

多，并且其所获能源投资额中

有超过 50％投向可再生能源

领域。报告表示，在过去一年

里，“一带一路”投资让巴基斯

坦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两个

方面同时受益。

“从 2013 年到 2020 年，巴

基斯坦是获得最多能源投资的

国家。巴基斯坦既是煤炭投资

的最大接受国，同时也是水电

投资的最大接受国。如今，‘一

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

资比重逐渐上升，这一趋势正

好与巴基斯坦大力倡导清洁能

源的国家政策相契合。我们欣

喜地看到，‘一带一路’和中巴

经济走廊建设在巴基斯坦绿色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该报告作者、绿色“一带一路”中心负责人王珂礼说。

当前，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巴基斯坦能源政策的重

要一环。去年 8月，巴基斯坦公布了《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

源政策（2020）》，此后政府又陆续出台多项配套措施，旨在

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来推动国家经济转型。根据巴基斯

坦政府颁布的新能源政策，到 2030 年，巴国家电力生产中

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将提高至 60％，其中水力能源将占到

一半。

能源项目向来是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进展最快、效果

最为显著的合作领域之一，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项目也一

直是中巴双方合作的重点。近年来，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

的合作始终在不断加强。最近，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事

务局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一段视频，宣布目前中巴经济走

廊框架下的能源项目有 9 个已经完成，总产能达到 5320 兆

瓦，其中有 6 个是可再生能源项目。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步入高质量发展的第二阶段，绿色能源的项目比重料将

继续增加。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两国在可再生能源领

域的合作将持续深化，既促进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也为其民生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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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2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两名小学生上

完课后离开学校。 新华社记者 逯 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