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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扩大财政开支治标未治本
本报记者 仇莉娜

意 大 利 新 政 府 于 11 月 22 日 通 过 了

2023 年预算草案，将支出约 350 亿欧元用

于应对能源危机。该草案将在年底前由议

会审核。

草案的主要措施包括，将明年预算赤

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提高到

4.5%，来为草案提供 60%的资金。其他资

金来源包括提高对能源公司征收的暴利

税；拨款超 210 亿欧元资金用于支持家庭和

企业支付电费和燃气费；拨出约 42 亿欧元

用于提高低收入工人工资水平；将个体户

15%的固定税起征点由年薪 6.5 万欧元提高

到 8.5 万欧元；削减一些基本消费品的增值

税、销售税，如婴儿护理产品等，从 10%降

至 5%；鼓励雇用 36 岁以下女性；收紧针对

失业者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规定处于

工作年龄且身体健全的人最多只能享受

8 个月福利，且将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完全

取消；规定养老金缴纳年限达到 41 年的意

大利人从 62 岁起可领取养老金等。

该草案将应对能源危机造成的经济社

会冲击作为首要任务。今年以来，受乌克兰

危机影响，意大利能源价格暴涨，通胀也随

之飙升。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10 月份发布的

数据显示，10 月份意大利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同比上涨 11.9%，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73.2%，与 2019 年相比，意天然气价格上涨

约 776%，生产和输配电价格上涨 131.5%，汽

油 价 格 上 涨 20% ，供 暖 用 柴 油 价 格 上 涨

36%。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

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意大利

2023 年经济将仅增长 0.2%，较其 9 月份预测

的 0.4%增幅有所下调。报告指出，高企的能

源价格抑制意大利能源密集型产业发展，高

通胀率造成实际收入下降，利率上调，出口

市场增速放缓，而国内需求下降又很可能导

致失业率上升。

意大利政府 2023 年增加的预算赤字主

要用于为家庭和企业提供能源和高通胀补

贴、削减低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减少部分

生活用品的增值税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欧

洲研究所欧洲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欧洲学

会意大利研究分会秘书长孙彦红在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而言，预算草

案旨在为家庭和企业提供保护，而且特别关

注最贫困、最脆弱的家庭和个人，有助于缓

解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以及维护社会公

平。比如，将个体户年收入所得税 15%税率

的起征点由目前的 6.5 万欧元提高至 8.5 万

欧元，尽管低于竞选时提出的 10 万欧元，但

仍使绝大部分个体户享受到 2 万欧元的免

征税收入的优惠，对于改善这部分群体的经

济处境将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考虑到

当前意大利面临的能源危机和高通胀主要

由乌克兰危机及其连锁反应造成的外部冲

击所致，在能源供给仍存在较大缺口且价格

处于高位的情况下，意大利政府扩大财政开

支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社会压力，但

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

草案所列财政开支的 40%将来自于提

高能源企业利润税和减少其他方面政府开

支，根据意大利政府 2023 年预算案，2023

年 1 月份至 7 月份，针对能源企业的暴利税

率将由 25%上升至 35%，而且将根据利润而

非营收来计算税率。孙彦红指出，这一新

举措与欧盟委员会 2022 年 9 月份提出的政

策框架是一致的，其实质是强制能源公司

出让部分利润，用于为民众和受冲击严重

的企业提供补贴，属于特殊情况下的应急

性再分配政策，对于在适度控制政府财政

支出的同时缓解能源危机造成的经济社会

压力将产生一定效果。

其余 60%开支将依靠增加财政赤字，

预计 2023 年意大利财政赤字将为 4.5%，虽

然高于能源危机之前预估的 3.4%，但是明

显低于 2022 年 5.6%的财政赤字。在此背

景下，意大利央行预测 2023 年该国公债占

GDP 比重将由 2022 年的 145.7%小幅降至

144.6%。孙彦红认为，总体而言，梅洛尼政

府虽然由极右翼政党主导，但是这份预算

在扩大财政赤字方面是相对谨慎的，并未

如此前金融市场普遍担忧的那样大幅增加

财政赤字和公债，因此预计不会引发金融

市场动荡。该预算草案公布后，意大利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并未明显走高，与德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仍在 190 个基点左右，

明显低于 9 月下旬大选前后的利差，这也表

明金融市场对于这份预算草案整体是认

可的。

孙彦红认为，这些措施均属于扩张性

财政政策，会增加经济中的流动性，进而会

在一定程度上推高通胀。考虑到欧央行仍

将继续加息抑制通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

策存在一定“错配”，未来意大利通胀的变

化趋势还需继续观察。

当前，意大利经济面临能源危机、高通

胀和经济下行压力，同时大量制造业企业

面临生存危机，企业破产潮正在逼近。孙

彦红指出，一方面，考虑 到 造 成 上 述 困 境

的主要原因是乌克兰危机及欧盟和俄罗

斯 之 间 的 制 裁 与 反 制 裁 ，意 大 利 政 府 通

过自身政策调整摆脱经济困境的难度很

大 。 在 财 政 政 策 上 ，由 于 其 公 债 占 GDP

比 重 仍 然 在 145%以 上 ，增 加 财 政 开 支 挽

救 企 业 的 余 地 十 分 有 限 。 在 货 币 政 策

上 ，欧 央 行 为 压 低 通 胀 连 续 加 息 对 于 意

大利和欧洲整体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正

在 逐 步 显 现 。 另 一 方 面 ，意 大 利 是 欧 盟

2020 年 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下 出 台 的“ 下 一

代欧盟”复苏基金的最大受益国，该基金

提供的低息贷款和赠款可以令意大利政

府在不扩大自身财政支出的前提下增加

基 础 设 施 和 各 类 中 长 期 投 资 ，可 在 一 定

程度上缓冲能源危机对经济增长造成的

下 行 压 力 ，这 也 是 2022 年 上 半 年 意 大 利

经济增长表现整体优于德国和法国的主

要 原 因 。“ 综 合 上 述 两 个 方 面 ，意 大 利

2023 年 经 济 或 不 至 于 陷 入 衰 退 ，但 是 其

经济前景也并不乐观。”她说。

欧盟与匈牙利就冻结资金达成妥协
本报驻布达佩斯记者 翟朝辉

12 月 12 日，欧盟与匈牙利达成协议，终于

就冻结匈牙利恢复资金有了定论，欧盟同意有

条件就匈牙利复苏计划批准支付 24000 亿福林

（约 58 亿欧元），但同时又以“匈牙利法治整改

不足以解决已披露的违反法治案件和欧盟预算

仍然面临风险”为由暂停支付 26000 亿福林 （约

62.8 亿欧元）。

欧盟让步在于，将原先想扣留匈牙利的资金

规模从 65%降到了 55%；而匈牙利则以同意欧盟

向乌克兰提供 180 亿欧元的补贴，以及同意 15%

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为代价为自己争取到“相对

尽可能大”的利益，把欧盟原计划扣留的约 75 亿

欧元降到了约 63 亿欧元。匈牙利媒体称，“该协

议达成是欧尔班总理的一大胜利”“这是欧盟圣

诞前给匈牙利送的大礼包”。

其实，匈牙利看似在与欧盟政治“掰手腕”过

程中小胜，但相较于欧盟的让步，匈牙利让步

更大。

乌克兰援助问题只是匈牙利对抗欧盟压迫

的 政 治 筹 码 ， 这 一 问 题 对 欧 盟 的 政 治 影 响 力

大，而对匈牙利经济影响十分微弱。实质性让

步在于 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上，因为匈牙

利只有 9%的公司税，而匈牙利能够成功留住

外 国 公 司 的 一 大 法 宝 就 是 在 欧 盟 实 行 最 低 税

率 ， 15% 的 税 率 意 味 着 匈 牙 利 需 被 迫 上 调 税

率，而不是像其他欧盟成员国那样削减税率。

减税让企业得利，而增税必然会引发企业的不

满。匈牙利担忧对跨国公司增税将严重削弱匈

牙利经济的竞争力，欧尔班称这是“扼杀工作

的措施”，所以匈牙利对此做出让步，可谓是

不得已而为之。

今年年初以来，欧盟一直用匈牙利法治状况

是“欧盟中最差”这顶大帽子扣在匈牙利头上，想

逼迫匈牙利在许多重大实质问题上，尤其是乌克

兰问题上与欧盟保持步调一致，双方不仅爆发了

多次激烈的口水仗，匈牙利更是频频出手对欧盟

议题行使一票否决权。

匈牙利的否决票在当下欧盟规则未改的情

况下十分好使，因为如果欧盟想让援乌方案通

过，就绕不开匈牙利。欧盟最终选择向匈牙利妥

协，一是欧盟仍想维护在重大决定上全体一致同

意的制度，二是在俄乌冲突的困难时期仍希望维

持欧盟团结一致的形象。匈牙利媒体称，“欧尔

班终于用否决权为自己维了权”。

欧盟资金对匈牙利经济影响巨大，欧盟同意

拨款的这只靴子终于落地。福林从一直处于贬

值的状态立马转身，从 12 月 12 日方案确定前的

兑美元 1∶398 大幅升值到 12 月 13 日的 1∶384，好

消息对市场的刺激可谓立竿见影。

匈牙利司法部长称，“该协议不仅是匈牙

利的胜利，也是欧盟的胜利，因为成员国拥有

最终决定权并愿意倾听彼此的意见，我们仍然

共同站在建设性对话合作的一边”。欧盟为匈

牙利列出需要整改的措施多达 27 项，欧盟认为

已 经 “ 找 到 了 解 决 被 匈 牙 利 阻 挠 问 题 的 办

法”，而剩余的欧盟资金仍然关在“玻璃笼子

里”，看得见却未必能够再次得到，匈牙利再

使用战术否决权能否奏效，也不确定。好在匈

牙利在年底最后关头与欧盟达成了初步协议，

不会出现永久性资金损失的最糟糕局面，但关

于欧盟资金的争端明年可能将继续上演。本版编辑 刘 畅 美编 王墨晗

意大利 2023 年预算草案旨在为家庭和企业提供保护，有助于缓解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

但是，当前意大利面临的能源危机和高通胀主要由乌克兰危机及其连锁反应造成的外部冲击所致，在能源供给仍

存在较大缺口且价格处于高位的情况下，意大利政府扩大财政开支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社会压力，但是难

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其经济前景也并不乐观。

斯里兰卡新预算兼顾内外

施普皓

斯里兰卡议会近日批准了总统拉

尼尔·维克勒马辛哈新一年度的预

算。此次预算的重点主要有二，一是

如何增加政府收入，二是如何更好地

与国际组织对接以寻求救助。这两点

兼顾内外，是斯里兰卡努力让危机后

的 国 民 经 济 “ 起 死 回 生 ” 的 关 键

所在。

最近，斯里兰卡的经济状况不太

好。世界银行已批准斯里兰卡获得优

惠 融 资 的 请 求 ，以 帮 助 该 国 稳 定 经

济。根据世行的分析，自斯里兰卡国

内出现严重社会危机之后，国内通货

膨胀急速飙升，本国货币长期萎靡不

振，而政府的外汇储备也由于创汇能

力受挫和进口需求激增而见底。这一

情况下，拥有 2200 万人口的斯里兰卡

在支付食品、燃料和药品等必需品的

进口费用上已是捉襟见肘，亟需国际

社会的帮助。

考虑到斯里兰卡当下状况，世行

所言并不算夸张。斯里兰卡统计局的

数据显示，近几个月以来，国内通胀率

高企，目前公开披露的 8 月份通胀率

高达 70.2%，比 7 月份的 66.7%进一步

攀 升 。 其 中 ，食 品 价 格 的 涨 幅 超 过

80%，而非食品价格的涨幅超过 50%，

通胀已成不可忽视的民生痛点。尽管

斯里兰卡央行估计国内通胀将从 70%

左右的高点逐步回落，但是央行也承

认，若要让通胀率降至个位数，恐怕要

等上将近 1 年的时间。

通胀如此严重，斯里兰卡内需

持续低迷，经济复苏短期内前景不

佳。根据斯里兰卡央行最近所做的一次调查，许多受访者都认

为消费者购买力不断恶化导致需求显著下降。与此同时，出口

导向型的公司也面临国际客户对商品、服务需求放缓的困境。

这一困境从纺织品与服装的出口收入中可见一斑。今年 10 月

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收入下降超过 13%，这也使得当月总体

出口收入降幅较为明显。作为斯里兰卡支柱产业的旅游业复苏

进程十分缓慢，虽然国际游客数量有所上升，但旅游收入增长

不多，整体上难言乐观，此外，其国内的重要出口产业也大多

面临订单骤减的情况，这无疑给斯里兰卡提高外汇收入的努力

浇了盆冷水。

考虑到这些，总统拉尼尔的预算重点也就不难理解了。既然

短期内靠国内产业拉动经济复苏困难重重，眼下也只能先将重点

放在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和国际援助上，用“近水”救“近火”，再言

其他。

当然，要取得这“近水”也绝非易事。根据最近通过的预算，在

保障财政收入的方案中，最重要的一关就是提高税收和减少电力

补贴，这一点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批准援助的前提条件

不谋而合。问题在于，如今斯里兰卡各行各业萧条至极，普通百姓

生活困苦，利用增税收、减补贴来保障政府资金，料将面对较大的

质疑和阻力，政策执行前景堪忧。

拉尼尔于今年 7 月份临危受命成为总统。尽管他有着丰富的

从政经验，但当前，斯里兰卡面对的是百年一遇的苦难时刻，新一

届政府能否带领大家顺利渡过难关，还有待观察。

顾客在意大利罗马的一家超市购物顾客在意大利罗马的一家超市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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