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美国《芯

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实施

第一年宣布的重大制造业投资项目中，

约有 40%被推迟或暂停。

尽管备受保护主义指责，美国 2022

年仍推动上述两项法案生效，试图通过

大量补贴促使产业回流美国。两年来，

美国政府引以为傲的旗舰产业政策遭遇

哪些困境？这些生发于政治操弄的所谓

产业政策为何举步维艰？这些饱受争议

的政策操作又产生了哪些负面影响？

政策遭遇哪些困境

2022 年 8 月，美国《芯片与科学法

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先后经总统拜登

签署生效。前者旨在通过巨额产业补贴

和遏制竞争的霸道条款，推动芯片制造

“回流”美国本土；后者借抗击通胀之名，

计划以包括高额补贴在内的大量激励措

施，推动电动汽车和其他绿色技术在美

国本土的生产和应用。

据不完全统计，两项法案预计提供

超过 4000 亿美元的各类产业补贴。当

时，不少美国媒体报道，这些政策有助于

提升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加快美国经济

数字化和脱碳进程。

但是，就进度看，当时不少高调宣布

的项目，如今已陷入停滞。据《金融时

报》调查，两项法案生效第一年内宣布的

过亿美元项目总价值约 2279 亿美元，其

中总价值 840 亿美元的项目被推迟或无

限期暂停，占比约 40%。

举例来说，搁置的大型项目包括意

大利国家电力公司在俄克拉何马州投资

10 亿美元的太阳能电池板工厂、LG 新能

源公司在亚利桑那州投资 23亿美元的电

池存储设施，以及美国雅保公司在南卡

罗来纳州投资 13亿美元的锂精炼厂。

还有一些项目推迟的消息尚未公

布。半导体制造商帕迪杜斯公司去年打

算将总部从纽约搬到南卡罗来纳州，投

资 4 亿多美元开设生产线，原计划 2023

年第三季度投入运营，但工厂目前仍处

于闲置状态。

政策因何难以推进

美国政府官员曾声称，两大法案令美国制造业发展取得全面成

功，但不少项目被披露陷入困境后，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能否真正带

来经济回报，受到越来越多质疑。市场状况的变化以及政策的不确

定性等多重原因，更是给很多投资计划蒙上阴影。

首先是供应链不完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

里·赫夫鲍尔表示，《通胀削减法案》一些项目延误，与材料、专业建筑

领域合格工人短缺问题有关。在亚利桑那州，多个上亿美元项目推

迟了两年。“由于劳动力和供应链的原因，每个人的成本都高于预

期。”亚利桑那州卡萨格兰德市市长克雷格·麦克法兰说。

二是市场需求未达预期。受美国市场对电动汽车需求放缓影

响，韩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三起公司将其在亚拉巴马州开设电动汽

车生产线的时间推迟了一到两年。

三是政策变数增加。《芯片与科学法案》资金发放缓慢以及《通胀

削减法案》规则不明晰，已经让多个项目处于停滞状态。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企业对美国大选变数的担忧。共和党

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曾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将“终止”民

主党推动的《通胀削减法案》。

政策有何负面影响

不少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以牺牲其欧洲、亚洲盟友的产业利益为

代价，引发新一轮产业保护主义竞争，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严重干扰。

以欧洲为例，不少企业本已因乌克兰危机升级面临高昂能源成

本，经营面临困境。在《通胀削减法案》高额补贴诱惑下，这些企业将

生产部门向美国迁移，进一步削弱欧洲经济的“有生力量”，加剧欧洲

“去工业化”风险。

欧盟委员会 2023 年初发布“绿色协议产业计划”，支持欧洲清洁

能源技术产业发展，缓解产业外迁压力。不过，由于各成员国之间缺

乏统一、透明、高效的审批流程，大大增加欧洲企业获得资金的难

度。欧盟在与美国的补贴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一定程度拖累其经

济增长前景。

欧盟统计局 7 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国内

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 0.3%，“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经济出现环

比萎缩，未来欧元区经济走向仍不明朗。

在亚洲，美国的两项法案吸引了一些企业到美国投资，倒逼日本

等国制定绿色产业政策，为脱碳提供财政支持。韩国《韩民族日报》

在一篇评论中指责美国已成为“自由贸易破坏者”，当国际贸易原则

不再符合其国家利益时，“它完全愿意放弃这些原则”。

对美国自身而言，这些保护主义政策不仅加剧通胀担忧，而且产

业回流能否真正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竞争优势尚不得而知。

《通胀削减法案》推出之时，200 多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美国国

会，认为巨额支出计划将带来通胀压力。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

尔曾表示，该法案意味着更高的税收、更贵的能源账单。赫夫鲍尔认

为，虽然被称为《通胀削减法案》，但该法案释放巨大支出，实际结果

是推升了美国通胀。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研究员塞缪尔·哈德

威克认为，因“美国优先”而拒绝更优质的外国同类产品，长期而言不

利于美国强化国家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如果越来越多国家参与补

贴竞争，美国实现这些目标的成本将变得更加高昂。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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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公

布了二季度法国经济的相关数据，多项指

标整体向好，法国政府也评估相关数据

“符合预期、表现优异”，并期待“奥运效

应”能够助力经济持续增长。不过，法国

经济学界对此态度谨慎，认为解散国民议

会引发的政局变动和地缘政治博弈导致的

需求疲软将成为制约法国经济稳定预期的

重大阻碍，“怠速运行”下多个结构性痛

疾将成为影响法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挑战。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近期公布

的数据显示，在外贸与投资回暖的助推

下，二季度法国经济环比增长 0.3％。造

船业订单交付等助力出口保持强劲，而进

口部门则因投资孱弱与家庭消费萎靡拖累

有所疲软，整体上进一步弥合了新冠疫情

冲击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企业投资在连

续两个季度下滑后重新步入正轨，实现

0.1％ 的 增 长 ， 其 中 服 务 业 投 资 上 涨 明

显，有效对冲制造业投资颓势。同时，法

国公共财政支出仍然处于高位，其中政府

消费增长 0.3％，政府投资增长 0.6％。法

国统计局也同期将 2024 年法国经济增长

预期调整为 1.1％，高于此前设定的 1％的

增长目标。对此，法国经财部长勒梅尔态

度乐观并指出：“2024 年累计增长率已达

到政府设定的目标，并可能最终超出预

期。法国经济持久稳健的表现与其他欧洲

国家，特别是德国有所不同，显示出法国

政府推行的供给调节政策及系列改革措施

正在发挥效果。”

法国经济学界对本季度经济数据保持

谨慎态度，认为法国当前面临的政治僵局

与外部形势动荡所引发的需求疲软值得警

惕。一方面，法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7 月份法国商业景气指数仅为 94，下

降了 5 个点，是自 2021 年 2 月法国疫情全

面暴发以来的最低点，其中工业与商业部

门下降最为明显。对此，法国雇主协会提

醒，“解散国民议会与提前选举后的前所

未有的政治环境，正在阻止商业信心的小

幅复苏。在商业领袖的视野中，法国的商

业前景正在不断恶化”。勒梅尔也警告，

“摆脱当前的政治僵局至关重要，否则将

使经济增长和公共财政付出巨大代价”。

另一方面，法国经济观察与研究中心专家

认为，在欧元区增长弱于预期、美国大选

不确定性上升、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热度

不减等诸多复杂因素下，法国的外部需求

正不断弱化。据统计，当前，法国相关行

业的外国订单水平已降至 2021 年 5 月以来

的最低。

另有法国经济学家警告，相较于短期

的经济困境，当前法国经济“怠速运行”

下的多个结构性痛疾难解，将对经济的发

展与韧性带来长远负面影响。在公共财政

方面，近期，欧盟相关机构针对法国等

7个欧盟成员国启动了过度赤字程序，强行

要求法国调整预算，并在 9 月提交“可

信 的 预 算 轨 迹 ”。 对 此 ， 马 克 龙 政 府 为

2024 年设定的赤字削减目标为 250 亿欧

元，并计划在 2025 年继续保持节流状态以

改善公共财政状况，最终在 2027 年将预

算赤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控制

在 3％以内。但政治变动可能对法国的减

赤努力造成冲击，而治疗“赤字癌症”的

相关措施也将引发“双刃剑”效应。一方

面，公共支出削减幅度过大将导致经济增

长放缓，进而导致税收减少，加剧公共账

户失衡；另一方面增加税收与社会保障缴

款将制约企业活力并加大民生压力，更将

挑起不同政治群体间的无休止拉锯。对

此，有商业界人士表示，艰难的预算博弈

与持续的增税威胁无助于商业信心的恢

复，不稳定的政治环境正在干扰企业制定

长久的发展计划。在此背景下，企业更多

持观望态度，并以冻结投资和招聘维持

“怠速运行”。

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专家指出，虽然

近年来法国政府大力创造就业机会，但在

客观上阻碍了生产力的恢复。在侧重供应

端的就业政策下，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多

是以共享工作量的形式落地，而非实际推

动生产，真正通过核心价值、改造工艺、

创新技术及新增投资等转化的生产力持续

处于被压制状态。在购买力方面，尽管

2023 年法国家庭购买力曾略有上升，但

多项民调数据显示，“生活水平正在持续

恶化”。在二季度的数据中，家庭商品消

费作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传统支柱为零增

长，其中食品支出有所减少，而天然气和

电力消费有所增加。对此，有经济学家指

出，“家庭商品消费的表现显示出法国民

众正开始过紧日子，特别是在食品通胀率

已大幅改善的情况下，食品消费仍然有所

下降的现象极具代表性”。在外贸方面，

法国经济学家指出，法国生产体系可持续

增长与为实际收入创造条件的能力正在减

弱，集中显示为法国在全球贸易市场中的

份 额 持 续 下 降 。 据 统 计 ， 自 2019 年 以

来，法国出口表现持续下滑，在俄乌冲突

加剧能源价格上涨等综合因素下，法国企

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在全球范围

内的竞争力减弱。2019 年至 2023 年间，

法国在全球贸易市场的份额损失约 22％。

面对当前经济数据的整体向好，法国

政府及经济学界均保持了相对冷静与谨慎

的客观态度。无论是应对短期内政治洗牌

将带来的持续冲击，还是中长期多领域结

构性难题未解，均需优先创造相对稳定、

可持续、可预期的内外环境，充分立足民

众核心诉求与长远发展，以耐心细致的政

策设计与长久规划的改革勇气逐个击破顽

疾，切实重赋经济活力与韧性。

近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 6 月份劳

动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日本 6 月份实际

工资同比增长 1.1%，时隔 27 个月再次出现

正增长。然而分析人士认为，6 月份实际

工资增长存在暂时性和偶然性，在日本央

行政策走向不确定影响下，日本个人消费

低迷的状况能否得以改善仍然值得进一步

观察。

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发布前一天，市

场对美国经济前景出现担忧情绪，对美联

储降息预期上升，加之日本央行货币政策

会议此前同时打出了上调政策利率和阶段

性减少国债购买额两张牌，日元兑美元汇

率一度飞速上涨，日本东京股市出现断崖

式下跌，牵动亚洲乃至全球部分地区国家

股票市场低迷。有分析认为，日本厚生劳

动省在 8 月 6 日开盘前公布实际工资转正

的数据，有拯救股票市场、印证央行政策正

确性、恢复民众信心的考虑。从实际效果

看，8 月 6 日当天的东京股票市场，日经平

均指数较前日实现逆转，创出了历史最大

涨幅。

8 月 7 日，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在

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日本央行在市场不稳

定的情况下不会上调利率，现在出现了比

以往需要更加慎重考虑的因素。此前，有

经济学界人士指出，在货币政策决定会议

后的经济、物价形势展望说明会上，日本央

行发表了倾向于年内将多次上调利率的意

见，市场出现了 10 月份可能再次上调利率

的预期。但内田真一的发言似乎调整了

“鹰派路线”的预期。分析认为，这说明日

本央行对此次政策调整带来的“塌方式”影

响始料未及。

日本央行调整货币政策的重要动因之

一是日元贬值、物价高涨对民众个人消费

和实际生活的负面影响。虽然今年春季劳

资谈判中日本取得了工资上涨，但“工资赶

不上物价”依旧是阻碍民众消费的重要原

因。由于日元贬值引发民众对物价高涨的

担忧、能登半岛地震，加之日本大型车企数

据造假导致工厂停工，日本一季度实际个

人消费连续 4 个月环比负增长。日本央行

希望通过调整利率促进日元汇率上升，从

而降低高物价对民众消费的影响。有观点

预测，日本二季度实际个人消费有望环比

上升 0.6%左右。

分析认为，实际个人消费的上涨受政

策刺激的一面较小，一季度汽车厂商停工

的影响逐渐消失，才是支撑数据反弹的主

要原因。日本央行视作成果的实际工资上

涨存在暂时性和偶然性。实际工资上涨的

主要原因，是包括夏季一次性奖金在内的

“特别支付工资”同比上涨 7.7%，对工资起

到了强烈的拉升作用。在这一积极因素消

失后，7 月份日本实际工资仍有可能再回

到负增长状态。而真正实现实际工资平稳

正增长，预计最早也要到 9 月份以后。也

有观点认为，连续超过 2 年的实际工资负

增长已经让实际工资水平出现了大幅下

降，填补漏洞仍需过程，个人消费低迷的情

况恐将持续。

此外，日本央行政策调整引发的“黑

色 星 期 一 ”也 给 日 本 经 济 前 景 敲 响 了 警

钟。以日元汇率上升为手段改善高物价、

缓解民众生活压力必须稳步实施，不能一

蹴而就。否则不仅日元升值的积极因素

短期难以兑现，还会造成金融市场波动的

负面效果。对于恢复个人消费而言，最重

要的是信心，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可能增

加日本民众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央行的加息举措反而可能增强民众的观

望心态。日本总务省最新公布的家庭调

查数据显示，6 月份日本两人以上家庭月

平均消费支出为 28.09 万日元，同比减少

1.4%，为连续两个月负增长。这证明 6 月

份的定额减税并未能对消费起到实际的

提振作用，也侧面反映出日本民众的消费

信心依然不足。物价高涨导致生鲜蔬菜

支出下降 5.4%，而政府补贴停止后电费价

格上涨，也导致用电支出下降 9.1%。尽管

收入在增加，但消费支出却没有增加，总

务省统计局分析认为，物价上涨和对未来

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节约意识和储蓄意

识增强。也有经济学界人士指出，对于国

内企业而言，由于民众预期未来物价会下

降，企业将成本转嫁至物价的举措可能会

更加谨慎，企业可能会以降低工资上涨水

平的方式进行“对冲”，工资物价的良性循

环动力存在衰退可能。

此外，日元升值对于涉外企业收益的

影响也不容忽视。财务省最新数据显示，

日本 2024 年上半年经常项目（海外商品、

服务交易和投资）收支顺差为 12.68 万亿日

元，较去年增长 59.2%。贸易收支（商品出

口额减去进口额）为赤字 2.61 万亿日元，赤

字幅度缩小了 49.6%。由于汽车、半导体

设备出口增加，出口额达到 50.6 万亿日元，

同比增长 6.7%。企业从海外子公司获得

分红的“第一次所得收支”顺差增加 10%，

达到 19.2 万亿日元，是 1985 年以来最高水

平。然而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系列看似

亮眼数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元大幅贬

值造成的出口势头高涨，以及以日元换算

金额的增加。对于高度依赖企业海外业务

的日本而言，日元升值对于企业出口的影

响是客观存在的，海外收益下降是日本经

济未来一段时期将要面临的重要挑战。

88 月月 55 日从埃菲尔铁塔上拍摄的冠军公园现场日从埃菲尔铁塔上拍摄的冠军公园现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江文耀摄摄

88 月月 55 日日，，行人走过位于日本东京的显示实时股价的电子屏幕行人走过位于日本东京的显示实时股价的电子屏幕。。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岳晨星岳晨星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