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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欧洲经济和社会留下了深

深的疤痕。欧盟多数国家还在经受疫情蔓延、城市封锁的

煎熬，期待中的 V 形经济反弹还要等上一阵子。人们把希

望寄托在通过广泛接种新冠疫苗控制住病毒传播，而到那

时候经济社会才可能真正地重新开放并得到复苏。

2020 年欧盟经济表现让人揪心，欧元区国家普遍遭遇

前所未有的艰难挑战。但是，严冬过去，欧盟经济的春天或

许就要到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显示，欧元区经济在2020

年衰退 6.8%。去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新冠肺炎

疫情在第二季度全面袭击欧洲，欧元区 GDP下跌了近 12%，

到第三季度则出现 12.4%的大幅反弹，然而第四季度又因为

疫情再次扩散而倒退。

欧盟委员会近日发布的 2021 年冬季经济预测显示，欧

盟经济 2021年将增长 3.7％，2022年将增长 3.9％；今明两年

欧元区经济将平均增长 3.8％。报告认为，今年第一季度欧

盟经济仍将继续低迷，但随着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进展和

防控措施的逐步放松，经济增长有望在二季度恢复，下半年

则开始全面复苏。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分析，欧元区

各经济体的表现大相径庭。西班牙经济在 2020年受到的打

击最大，GDP 下降近 12%，法国和意大利下降 9.1%，而德国

下降 5.5%。丹麦、芬兰、瑞典、波兰和爱尔兰 GDP 下降幅度

较小，在3%至4%之间。

这组数据实际上也反映了各国遭受疫情打击的严重程

度。意大利和西班牙最先受到疫情冲击，实行了更长、更严

格的封锁，因此经济受打击比较严重。此外，旅游业占主导

地位的国家遭受的损失比其他国家多，而更依赖制造业和

出口的德国，则受益于世界贸易出乎意料的快速复苏。从

去年第三季度开始，欧洲经济随着全球贸易快速复苏而迅

速反弹，以出口为导向的欧元区经济呈现强劲的 V 形反弹，

特别是制造业率先受益，防止了全面崩盘。但是，服务行业

却依然受封锁的困扰，餐饮、航空、酒店行业损失惨重。这

就导致欧洲经济出现分化，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在去年 12

月份达到 18个月高点后，今年 1月份仍维持在高位，而服务

业的PMI仍在持续下降中。

虽然欧盟经济复苏被新一轮疫情扩散所中断，一些欧

元区国家的复苏呈现W形，但良好的经济基本面表明，一旦

欧洲疫情受到控制，经济强劲反弹随时都可能发生。值得

注意的是，欧元区制造业指数已经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其中德国、荷兰等制造业比重较大的国家经济复苏势头更

加明显。更何况，后疫情时代的报复性消费也是欧盟经济

复苏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从目前情况看，疫情期间欧洲国家居民消费支出大大

减少，而储蓄有了显著增加。一方面，消费者通常通过持有

更多现金来应对经济衰退；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休闲活动

和旅行被禁止，消费者被动攒下了钱。根据牛津经济学院

的估计，欧元区储蓄率从 2019 年的 13%上升到 2020 年的

19%，这意味着欧元区家庭去年存款增加约 4500 亿欧元。

另据德勤公司研究，欧洲 GDP 的历史性下降对欧元区劳动

力市场的影响出人意料地有限。官方失业率从 2019 年的

7.4%上升到 2020 年的 8.4%，仅上升 1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

因为许多欧元区国家迅速实施经济救助政策以确保企业流

动性，保证了就业、公司生存和可支配收入方面基本稳定。

这就使得整个欧元区居民拥有较多的可支配收入。有分析

认为，累积的超额储蓄迟早将转为消费支出，持续的低通货

膨胀以及大规模的政策支持，应有助于在今年第三季度支

撑经济强劲反弹。

当然，未来疫情控制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依然很

高。研究发现，有效的疫苗及其快速推广可以为欧盟经济

增长增加约 3 个百分点。眼下，欧盟正加紧落实 1.2 万亿欧

元中长期预算和 7500 亿欧元复苏基金，推动经济重回增长

轨道。

危中寻机。欧盟提出“利用危机作为绿色和数字发展

过渡的加速器”，正是其发展绿色经济的战略选择。欧盟凭

借其较强的应对危机的韧性和专注力，希望在新一轮绿色

革命中抢占先机，在产业竞争、高科技研发和技术标准等领

域占据全球主导权和制高点，把绿色发展这张王牌紧紧抓

在手中。

欧盟经济或迎来强劲反弹
翁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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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雅典讯（记者曲俊澎）意大

利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2020

年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GDP）约

为 1.65 万亿欧元，与 2019 年相比下

降 8.9%，经济衰退幅度创下了二战

以来的最大纪录。

意大利统计局公布的最终数据

与此前欧盟委员会的冬季经济预测

基本相符，此前欧委会预测 2020年

意大利经济将萎缩 8.8%，为欧元区

第四大衰退幅度。

数据显示，2020 年意大利的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下降 9.1%，最终消

费支出下降 7.8%，出口下降 13.8%，

商品和服务进口下降 12.6%。造成

意大利 2020 年 GDP 大幅下滑的最

主要因素是内需大幅萎缩，导致

GDP 下降了 7.8 个百分点，而出口

减少和库存变动分别导致 GDP 下

降了0.8个百分点和0.3个百分点。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严格

防控措施对意大利各行业经济活动

造成了较大冲击，所有行业增加值

均下降。农业、林业和渔业增加值

下降 6.0%，矿业、制造业和其他工

业活动增加值下降 11.1%，建筑业

增加值下降 6.3%，服务业增加值下

降8.1%。

除此之外，2020 年意大利财政

赤字占 GDP比重上升至 9.5%，远高

于 2019 年的 1.6%。2020 年公共债

务 占 GDP 的 比 重 由 2019 年 的

134.6%上升至 155.6%。主要原因是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同

时为刺激经济和补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与家庭大量增加

支出。

尽管意大利 2020年经济大幅下滑，但国际社会普遍仍

对意大利经济复苏前景表示乐观。此前欧盟委员会预测意

大利 2021 年和 2022 年经济将分别增长 3.5%和 3.5%，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则预测意大利 2021 年和 2022 年经济将分

别增长 4.3%和 3.2%。随着意大利新总理德拉吉上任，意大

利政局趋稳，经济发展前景仍然可期。

本报日内瓦讯（记者杨海泉）世

界贸易组织（WTO）3 月 11 日发布

最新一期全球服务贸易晴雨表显

示，在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

延期间的大幅下降之后，全球服务

贸易近期已稳步上升，增长势头高

于趋势水平，正处于复苏阶段。但

是，服务贸易部分行业的持续疲软

和新冠肺炎疫苗分配不均等形势，

使人们对服务贸易复苏的持久性产

生了怀疑。总体看，全球服务贸易

短期内虽出现反弹势头，但长期前

景仍不明朗。

世贸组织全球服务贸易晴雨表

最新读数为 104.7，远高于基准值

100。这是有记录以来（自 2000 年）

最强劲的读数，显示全球服务贸易

增长与近期趋势相符合。该最新读

数亦明显高于 2020年 3月全球实施

疫情相关封锁限制措施高峰期的低

点 91.2。这一反弹力度表明，全球

服务贸易在 2020年第二季度触底、

第三季度略有回升之后，在第四季

度加速增长。

但是，自今年初以来，各国为应

对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封

锁限制措施，继续对全球主要经济

体的增长和就业构成压力，全球服

务贸易的增长势头在 2021 年第一

季度或无法持续。

第二波疫情对全球服务贸易的

影响反映在服务贸易晴雨表的组成

指数上，包括航空运输持续疲软（最

新 读 数 为 81）和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ICT）服 务 低 迷（最 新 读 数 为

93.7）。国际客运航班至少在今年

第二季度仍可能继续疲软，如果各

国政府能成功为其民众大量接种新

冠肺炎疫苗，则航空运输国际客运

在第三季度可能会出现部分复苏，但这一复苏前景受制于新冠

病毒新变种的传播是否会导致新的挫折。信息通信技术指数的

下降可能是暂时的，这主要是由美国近期实施更严格的疫情封

锁限制措施使一些计算机服务承受压力而造成的，而全球电信

服务总体上保持稳定。相比之下，全球服务贸易晴雨表其他分

项指数均高于趋势水平，包括全球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105.3）、集装箱航运指数（104.3）和建筑业指数(106.3)。金融服

务指数（119.9）表现尤为强劲，反映了国际金融交易的上升。

2020 年，在银行业积极配合和高效运转

下，俄罗斯政府的量化宽松政策得到有效实

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避免“硬着陆”，全年降

幅 3.1%，好于预期。今年 2月，俄罗斯总统普

京、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先后召开银行领域

形势会议、银行协会会议，总结 2020 年成绩

并着手布局后疫情时代银行业转型发展。随

着世界各国先后从“危机应对”模式转向正常

发展模式，俄罗斯银行业对当前金融风险的

判断及应对举措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全年表现可圈可点

普京表示，银行系统在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俄罗

斯经济适应危机争取了时间。2020 年俄罗

斯银行业成绩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作为纾困政策的主要经济工具，通

过债务重组、发放优惠贷款的方式满足了各

类经济实体对资金的需求。2020 年俄罗斯

企业贷款增长 10%，增速为 2019年的 2倍，其

中中小企业贷款增长超过 20%，增量达 6000

亿卢布。为国家关键行业、企业提供 2400亿

卢布优惠贷款，保证国民经济稳定运行。其

次，适当放松监管释放行业活力与积极性。

普京表示，在保证金融系统稳定的前提下，适

当放松监管有利于银行灵活地为客户提供服

务应对危机。2020年全年，共有 17家商业金

融机构被强制吊销执照，数量远低于往年；被

强制注销的金融资产共计 540 亿卢布，仅为

2018 年的十分之一。再次，低息贷款惠及民

生。为解决长期困扰俄民众的住房问题，俄

罗斯政府于 2020 年 4 月启动 6.5%低息抵押

贷款政策。2020 年共 170 万家庭购置新房，

同比增加 40万。俄罗斯经济专家指出，该贷

款政策激发了居民对不动产的巨大需求，同

时刺激了包括建筑行业在内的众多经济部

门。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俄罗斯教育类贷款

利率由 8.5%下降至 3%，还款期限由 10 年延

长至 15 年，全年教育类贷款同比增长 25%。

最后，银行业保持快速增长。2020 年银行业

净利润为 1.6 万亿卢布，资本回报率为 16%，

98%的银行获得盈利。银行业总资产名义增

长16.8%，实际增长11.6%。

金融风险逐渐显现

疫情背景下的量化宽松政策及监管弹

性，给予俄银行业一定“野蛮生长”的空间，潜

在金融风险逐渐积累，引起了俄高层、商界的

普遍关注。

银行业在为稳定经济运行作出突出贡献

的同时，其“生态系统”建设暗藏危机。目前，

不少俄罗斯大型银行致力于向“生态系统”业

务模式发展，将所有服务集中在银行应用程

序中。但银行在发展相关业务时将动用存款

人、投资人的资金，从而使存款人、投资人的

收益风险增加。同时，大型银行在进入某一

行业时可能滥用其主导地位，影响该行业的

正常发展。

对于消费者而言，贷款隐性成本不容忽

视。在低利率环境下，部分银行找到增加贷

款收入的“妙招”，即提高贷款的保险费和

佣金，使该类费用达到贷款成本的 50%甚至

以上。而且消费者还面临个人贷款浮动利率

风险，纳比乌琳娜表示，部分银行提供浮动

汇率长期贷款，本质上是将利率波动风险完

全转嫁给借款人，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因

为借款人难以准确评估浮动汇率下的贷款

成本。

此外，金融数字化带来了网络安全挑

战。普京认为，疫情隔离措施导致远程贷款、

无现金支付等手段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虚

拟财产保护、用户信息安全等挑战。

积极转型应对挑战

为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引导俄罗斯经济

重回健康发展轨道，纳比乌琳娜指出 2021年

俄银行业转型调整方向。

首先，收紧银行监管。各金融机构应在

2021 年 7 月 1 日前停止对公司客户进行债务

重组，仅可对仍处于隔离措施条件下的中小

型企业提供债务重组服务。在转型调整期，

俄央行将释放约 1000亿卢布无息贷款额度，

支持银行业放贷业务。

其次，探索“危机应对”措施逐步退出。

6.5%的低息抵押贷款作为具有鲜明“危机应

对”性质的优惠政策将逐渐退出，因为该政策

已逐渐导致部分地区房地产市场过热。同时

将增加对经济发展有利的、长期优惠贷款的

发放范围及支持力度，比如针对多儿童家庭、

年轻专业人员、农村的优惠抵押贷款等。

最后，制定行业新规。今年俄央行将发

布关于监管银行发展“生态系统”的咨询文

件，与市场各方探讨银行“生态系统”的发展

方向。针对消费贷款隐性成本过高问题，俄

央行拟发布贷款完整成本计算新规，规定银

行在发放消费贷款时需注明包括利息、保费、

佣金等在内的总成本。对于数字金融安全、

浮动利率风险，俄央行将根据国际经验、本国

技术与特色，从试点阶段逐步探索出成熟的

监管机制。

纳比乌琳娜认为，不断引入新监管机制

非长久之策，却是引导俄金融市场不断发展

最终走向自我调节的必经之路。

应对银行业风险 俄罗斯未雨绸缪
本报记者 赖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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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月 99日日，，人们在德国首都人们在德国首都

柏林排队等候进入一家商店柏林排队等候进入一家商店。。

柏林部分非必需日用品零售商柏林部分非必需日用品零售商

店有条件恢复营业店有条件恢复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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