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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加息告别超低利率
杨 明

去年，韩国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将基准利率降至有史以

来的最低水平 0.5%，并维持 15 个月之久。这一通过超额流动性确

保经济景气度的“超低利率时代”终于在本周落下了帷幕。

韩国银行（央行）金融通货委员会在 8 月 26 日的货币政策方向

会议上决定，将现行的 0.5%基准利率上浮 0.25 个百分点，调至

0.75%。这是韩国央行自 2018 年 11 月份之后的首次加息，历时 2 年

零 9 个月。特别是在 2020 年的 3 月份和 5 月份，韩国央行两次降息，

两个月内累计降息幅度达到 0.75 个百分点。

韩国央行此次果断加息首先是出于国际因素的考虑。近期美

联储不断释放 Taper（资产购买缩减）意向，向市场发出了加息周期

的信号。高盛的研究报告认为，美联储可能会在 9 月份的议息会议

上为缩减资产购买规模奠定基础，然后在 2022 年初推进该计划。

而韩国央行对美联储启动 Taper 时机的预期更早，认为很可能会

在今年 11 月份，于是提早出手调整本国货币政策。市场普

遍预测，韩国央行在今年 10 月份或 11 月份还将上调一次基

准利率，在明年之前使利率达到 1%的水平。

加息也是韩国央行为国内家庭负债激增和房地产市场

过热开出的“药方”。韩国央行行长李柱烈多次提到韩国国

内因流动性过剩引发的金融不均衡现状，并数次预告年内

央行将上调基准利率。韩国央行提出的“金融不均衡”指的

是债务急剧增加，资产价格过度上升，股票、虚拟货币等高

风险资产投资受到追捧等现象，以及由这些现象引发的金

融波动和实体经济不振等负面影响。

近两年，韩国出现了“灵牵”和“债投”等新造词。“灵牵”

的意思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购房贷款，不惜把灵魂也牵过来

借贷；“债投”是为了参与股票牛市，不惜向银行借钱来炒

股。韩国人的借债倾向导致了韩国家庭债务的大幅攀升。因

为在韩语中“债”和“光”的发音相同，韩国媒体戏称“韩国的

家庭债务走出了光速”。根据韩国央行统计，在刚刚过去的

第二季度，韩国家庭债务总额达到了 1805.9 万亿韩元，这已经

是家庭债务总额连续第 7 个季度出现增长，并在不断刷新历

史纪录。

李柱烈在 7 月金融通货委员会会议结束后明确指出，近期

经济主体风险偏好上升，并通过借贷进行资产投资。尽管央行

加强了稳健性限制规定，但只要市场对低利率长期维持抱有幻

想，宏观稳健性限制规定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抑制金融不均衡现

象。由此来看，韩国央行本月的加息决定也并不让人意外。

应该注意到，加息也是一把双刃剑。基准利率的提升必然

带动市场利率的走高，将给因疫情扩散陷入惶恐骚动的韩国

经济投下一个“炸弹”。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背负巨额贷款的

群体。据统计，在韩国家庭债务总额中，可变利率贷款占到了

60%，基准利率的提升将使这部分贷款人的利息负担上升。据

测算，基准利率提升 0.5 个百分点，韩国家庭贷款利息支出将

增加 6 万亿韩元，这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挤压这部分人的消

费支出。同时，加息带来的房地产降温和股市震荡也将冲击韩

国人的消费心理，对韩国经济整体上升势头带来负面影响。

其次受到巨大冲击的人群是个体经营者。据统计，一季度

韩国个体经营者的借贷余额达到 831.8 万亿韩元，同比增长

19%，这一增幅约为同期家庭债务增幅的 2 倍。而且由于个体

经营者受到疫情防控政策的影响最大，很多人的贷款利息增

速已经超过收入增幅，面临金融状况不断恶化的风险。

但是，韩国央行对加息后韩国经济的整体走势保持乐观。

金融通货委员会会议报告认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

确定性仍将延续，但韩国经济的良好态势不会改变，消费者物

价指数也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 2%以上。

韩国央行还预测，韩国出口和投资仍将保持上升势头，受

新冠疫苗接种速度加快和政府追加预算执行等利好影响，民

间消费将重拾升势，韩国经济的恢复势头也将得以保持，央行

将维持韩国经济今年 4%的增长预期。

欧亚经济联盟重点挖掘贸易潜力

本报讯（记者李春辉）近日，欧亚经济联

盟政府间理事会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北部

城市乔尔蓬阿塔举行。成员国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

罗斯等国政府首脑以及欧亚经济委员会主

席米哈伊尔·米亚斯尼科维奇就深化一体

化合作进行会晤。观察员国乌兹别克斯坦

和古巴总理分别以线上和线下方式参加会

议。本次会议共签署 16 份文件，涉及贸易、

关税和运输等领域。

与会 成 员 国 首 脑 对 该 组 织 经 济 复 苏

和 贸 易 发 展 状 况 感 到 满 意 。 俄 罗 斯 总 理

米舒斯京在会上表示，疫情期间欧亚经济

联盟能快速灵活适应各种变化和挑战，成

员国联合行动，经济正逐渐复苏。数据显

示 ，上 半 年 该 组 织 工 业 产 值 同 比 增 长

4.4%，制 造 业 增 长 6.5%，农 产 品 产 量 增 长

0.6%。与此同时，贸易动态也保持良好势

头，该组织内部贸易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32%，接近 330 亿美元，已超 2019 年同期疫

情前水平；与第三方贸易额增长 19.1%，达

3700 亿美元。

不过，米哈伊尔·米亚斯尼科维奇认

为，贸易数据不够出色，尽管发展势头良

好，但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贸易额绝对值仍

然较小，目前仅占全球的 2%。

挖掘欧亚经济联盟贸易潜力是本次会

议的关注重点。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一家欧

亚再保险公司。该公司业务和组织运营方

案将在半年内制定完毕。根据会议决定，公

司资本将由成员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出资组

成，预计将达 2 亿美元，未来或升至 20 亿美

元。公司的成立预计可为该组织增加 60 亿

美元的贸易额。

欧亚经济联盟自成立以来，虽然取得一

定成果，但在一体化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米舒斯京呼吁该组织继续消除商品、服

务、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为此，

成员国政府首脑批准了一份新的豁免和限

制清单。根据清单，2021 年至 2022 年要取

消 14 项限制措施。清单未对外公布，据欧

亚经济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助理马尔金透露，

其中两项包括承认学历和职称以及统一司

机职业培训要求机职业培训要求。。

会 议 还 决 定 在 粮 食 出 口 领 域 协 调 行

动。哈萨克斯坦总理马明表示，新冠肺炎疫

情引发的风险具有长期性，欧亚经济联盟面

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食品价格上涨，必须采

取紧急措施确保食品市场稳定。为此各国

总理决定采取统一出口政策以调控价格，如

在国家层面对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以及木材

和黑色金属等非食品商品征收出口关税或

者采取非关税限制措施（如出口禁令或出口

配额）。

欧亚经济委员会贸易部部长安德烈·斯

列普涅夫认为，协调行动一方面有利于欧亚

经济联盟内部市场稳定，另一方面能够提高

国家层面的政策效率，防止出现政策规避

行为。

据该组织官方消息，本次会议批准了铁

路货运数字化优先措施计划。根据计划，联

盟将采取措施提高铁路承运方之间信息交

换的质量，推动货物运输单据无纸化以及建

立 外 商 与 各 国 政 府 部 门 电 子 化 沟 通 交 流

等。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成员国

内部以及该组织与中国等邻国的经贸合作，

将于 2023 年全面实施。

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理事会主要负责

落实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和最高欧亚经济理

事会决议。本次会议是欧亚经济联盟成立

以来的第 28 次政府间理事会会议。根据计

划，下次会议将于今年 10 月份在亚美尼亚

首都埃里温举行。

德国管理学家、“隐形冠军之父”赫

尔曼·西蒙近日撰文指出，只有在中国

生产、研发，与当地政府合作，德国的

“ 隐 形 冠 军 ” 企 业 才 能 保 持 世 界 一 流

水平。

“隐形冠军”是指不为大众熟知，但

在某一细分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中小企

业。数据显示，目前超过一半的德国“隐

形冠军”企业在中国拥有自己的分公司。

仅在江苏太仓，就集聚了 300 多家德企，

其中包含 50 多家“隐形冠军”企业。

在赫尔曼看来，经历了 30 年的出口

繁荣后，德国的“隐形冠军”正面临来自

中国企业的强劲挑战。中德“隐形冠军”

的一个显著区别是中国企业早早上市，然

后将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投入增长和研发

中。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增长速度比德国

同行快，研发人员数量是同等规模德国企

业的 4 倍到 5 倍。同时，中国每年申请的

专利超过百万件。这都清楚地表明，中国

在创新方面正不断崛起。

尽管竞争激烈，但如果着眼于长远和

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市场依然是跨国公司

的不二选择。无论是规模还是增速，中国

市场都举足轻重，充满着机遇和活力。一

方 面 ， 中 国 经 济 总 量 占 全 球 比 重 超 过

17%，且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中国良

好的营商环境、发达的交通和物流系统

等，都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巨大优势。改革

开放以来，一批又一批的跨国企业成为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参

与者和受益者。

德国纺织机械制造商卡尔

迈耶集团首席执行官阿诺·格

特奈尔曾感慨，卡尔迈耶过去

15 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中国。中国已连续第五年

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隐

形冠军”未来能否延续“领跑”，

答案或许就在中国。

德国

﹃
隐形冠军

﹄
扎堆中国

孙昌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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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建筑减排至关重要

本报记者

杨啸林

数据显示，建筑建造和运

行相关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碳

排放总量的 39%，我国建筑建

造和相关碳排放约占全社会总

排放量的 42%。围绕着“国内

外城市和建筑节能减排”主题，

国际金融论坛（IFF）8 月 26 日

在北京举行 2021 年第五期学

术会议暨全国低碳日特别活

动。与会嘉宾普遍强调，建筑

行业脱碳对中国乃至全球实现

碳中和至关重要。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

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

兴表示，根据联合国测算，城市

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部排放量

的 75%；在“十四五”期间，我国

城市间经济发展竞争也已转向

经济发展与减碳双轨竞争，这

种竞争有利于提升新技术应用

的合理性和投资效益，避免城

市对“工业文明思路”发展路径

的依赖，同时城市还可在各类

数字技术创新中灵活选择实

践，实现减碳可测量、可报告、

可核实。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院长、住建部专家委员会委员

王凯表示，除了从建筑、交通、

电力、工业等方面推动城市碳

减排之外，还可从城市群和城

市社区两个层面着手。当前，

我国城镇化呈现人口积聚现

象，城市群成为新型城镇化主

体形态，对此可通过开展国土

空间布局优化、产业集聚升级、

绿色低碳建筑统一推广等推动城市群碳中和。此外，针

对大规模城市内部差异性，可学习国际经验推动城市零

碳社区建设，比如新加坡在住宅区推行的立体绿化和水

循环生态系统。

“推动低碳转型需要因地制宜。比如，德国汉堡工

业碳排放占比较高，因此其减排路径侧重经济转型；法

国巴黎以旅游、文化等服务业为主，其减排政策侧重消

费行业脱碳。”世界资源研究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

莉分享了其他国家推动城市碳中和的经验。她还建议，

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完善经济激励机制，比如东京碳交

易市场在推动大型商业和工业建筑物碳减排方面起到较

大作用。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王元丰表示，建筑

行业碳减排是全球难题，预计至 2060 年全球建筑面积将

翻一番，新增建筑面积将超过 2300 亿平方米，行业碳排

放量也将持续上升，对此需要建筑上下游企业共同努

力。同时，碳中和将驱动建筑业发生革命性变化，在建筑

上布置光伏发电板、地源热泵、风机等设施，可以使其成

为“能源互联网的节点”，而与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结合使用，对建筑各时段能源生产和耗能的检测分析，将

使其成为巨大的“数据获取终端”。

“欧盟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为 71 年、美国为 43

年，而我国仅有 30 年，并且当前低碳发展尚未和我国

经济发展脱钩，而欧盟和美国已基本脱钩。”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生态规划与绿色建筑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主任林波荣表示，“在此情况下，建筑行业

碳减排要避免运动式‘脱碳’，避免将碳中和等同于各

行业零排放、将建筑行业碳中和等同于零碳建筑等误

区，需科学系统推进跨部门、多尺度、全链条协同创

新，在源头减量、设计创新、能源替代以及颠覆性技术

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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