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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外卖居然是无人机

配送的！”

最近，社交平台 TikTok 上的

一 段 视 频 火 遍 外 网 ：一 对 来 自 瑞

典和英国的情侣来到中国旅行，他

们 在 深 圳 湾 公 园 骑 行 时 发 现 ，这 里

的 外 卖 能 够 通 过 无 人 机 配 送 。 他 们

抱着既兴奋又怀疑的态度在小程序上

下单了咖啡，结果不到 10 分钟，便看到

一 架 无 人 机 缓 缓 降 落 ，将 外 卖 精 准 送 进

了空投柜。在手机上打开取单程序后，他

们顺利取出了咖啡。

其实，如今在深圳，这一幕已是常态。

写字楼、社区、景区、市政公园、校园，所有你

能想到的地 方 ，都 在 无 人 机 服 务 范 围 内 。

逛 公 园 逛 累 了 ，手 机 下 单 十 几 分 钟 后 ，无

人 机 就 送 来 一 杯 带 着 冰 块 的 饮 料 —— 这

是视频网站 YouTube 博主 The Hutchinsons

在 深 圳 人 才 公 园 的 外 卖 初 体 验 。 而 博 主

Justin&Alina（贾斯汀和阿琳娜），则在深圳中

心公园吃上了无人机投送的热乎乎的汉堡

套餐。

当外国人频频惊呼“这里简直是未来

世界”时，中国人早已经见怪不怪了。在大

湾区，交通出行不仅可以选择地面交通，还

可以乘坐“空中的士”；“丰舟 90 垂起固定翼

无人机”可以实现深圳至中山、珠海跨城快

递 3 小时送达；想感受一下“一览众山小”

的滋味，除了爬上山顶，还可以乘坐电子飞

行器，原地起飞⋯⋯这些科幻电影中的未

来场景，随着低空应用场景的加速拓展，在

中国已经逐渐成为现实。

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一个与地面紧

密互动的低空世界及其衍生的低空经济正

在加速成型。

所谓低空经济，是指低于 1500 米的空

中经济业态，它通常与无人机、智能航空器

等新兴技术及服务模式紧密挂钩，覆盖物

流、智慧农业、环境监测、城市管理等一系列

创新业务。

作为一种新兴业态，低空经济正逐渐成

为全球发展的新引擎。欧美日等主要发达

经济体基于通用航空时代构筑的先发优势，

在低空经济领域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和成熟的商业模式。中国低空经济近年来

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商业化落地

速度不断加快。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

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低空经济规

模达到 5059.5 亿元，增速达到 33.8%；预计到

2026 年，低空经济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在

无人机领域，中国的突破令人瞩目。2023 年

中国民用无人机产业规模达 1174.3 亿元（含

制造、运营及服务收入），稳居全球首位，预

计 2025 年将超过 2000 亿元。

以“世界无人机之都”深圳为例，经过 20

多年发展积累，深圳目前已拥有集无人机研

发、制造、应用、服务等于一体的完备产业

链。数据显示，深圳目前消费级无人机占全

球市场的 70%，工业级无人机占全球市场的

50%，已集聚 1700 余家低空经济产业链企

业。随着基础设施、应用场景、产业生态多

维度发力，深圳的低空产业集群效应厚积薄

发，低空元素渗透百业百态，“天空之城”建

设渐入佳境。

在如今的中国，圈粉外国游客的“黑科

技”还有很多。随着 144 小时免签“朋友圈”

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

除饱览秀美风光、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悠久

文化外，更多人被中国日新月异的智慧城

市、无处不在的智能生活所震撼。

在武汉，“光之号”悬

挂式单轨列车悬挂于轨

道梁下方，凌空“飞行”。

其全车拥有的 270 度观景

功能和全自动驾驶功能，惊呆

了 外 国 网 红 博 主 Jason。 他 在

YouTube 上发布了相关视频，开头

第 一 句 话 就 是 ：“ 欢 迎 来 到 未 来

世界。”

在甘肃敦煌，沉浸式科技让

外国游客以梦幻般的方式“走

进”历史。借助微距技术，游

客可以在莫高窟和敦煌市博

物馆，以一种近乎贴面的视

角细细观察珍贵的壁画。技痒的人们还可

以在沉浸式体验项目的帮助下，

亲手敲响千年前的雷公鼓，让

自己的“小心脏”随着万马奔

腾的隆隆声震颤。

在重庆，出圈的不

只是“赛博朋克（后工

业时代风格）”版的

LED 夜景，还有单轨

3 号 线 道 岔 自 动 变

轨的丝滑场景。这

一平移式渡线道岔

由四节直线梁和两节曲

线 梁 组 成 ，梁 体 由 台 车 支

撑，4 台 7.5 千瓦电机驱动，单

组重量高达 120 吨，但却可以

实现快速平移，准确对接，对接

误差在 3 毫米内，转辙时间在 30 秒

以内，让外国网友直呼“难以置信”。

回望 40 多年前，发达国家城市中的场

景往往令国人惊奇。但如今，随着中国科

技的发展，各种“科幻场景”也在中国落地生

根。一切正如外国网友那句火爆全网的感

慨：“中国果然已经生活在 2054 年了。”

欢迎来到未来世界。中国欢迎你。

欢 迎 来 到 未 来 世 界欢 迎 来 到 未 来 世 界
徐 达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发达

经济体的实际利率逐渐下降。在有效利率

下限的约束下，亦即在货币政策空间有限的

情况下，究竟怎样调整财政政策，才能避免

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

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在其新作《低利率

时代的财政政策》中回顾了发达经济体近几

十年的财政政策，探讨各国央行的政策取

向，并剖析了全球经济的潜在危机。

作者指出，过去 30 年，发达经济体的私

人需求总体呈现疲软态势。尤其是在富人

群体中，一方面，相较于强劲的储蓄需求，投

资需求明显走弱；另一方面，有限的投资更

多转向了安全资产，风险资产的吸引力下

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中性利率持续下降。

所谓中性利率是指经济处于合理均衡

状态时的利率水平，它既不是刺激经济增长

的扩张性利率，也不是抑制经济增长的紧缩

性利率。中性利率反映了货币市场的平衡

状态，是市场自然形成的利率水平。一般来

说，当经济处于潜在产出水平，且不存在物

价上涨或下跌压力时，市场利率便接近中性

利率。

宏观经济学家通常将低需求和低中性

利率同时出现的状态称为“长期停滞”。以

此观点来衡量，发达经济体事实上正处于

“超长期停滞”状态。

当然，这样的“超长期停滞”只是对总体

趋势的概括，并不代表利率水平一直处于低

位。一个比较突兀的波峰始于美国在新冠

疫情期间推出的财政刺激计划。这项被媒

体戏称为“直升机撒钱”的政策导致美国通

胀水平急剧上升，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居高

不下。为解决这一问题，美联储和其他国家

中央银行连续加息，实际利率长时间高于中

性利率。不过，书中也指出，“疲软的私人需

求和对安全资产的高需求可能会在未来一

段时间内持续存在”“过去 30 年实际利率稳

步下降背后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这表明之

后可能会回到持续低利率的状态”。

本书同时阐释了中性利率对于货币政

策和财政政策的影响。当中性利率接近甚

至低于“有效下限所隐含的最低利率”，货币

政策基本失去了回旋余地，每当此时，财政

政策需要在稳定宏观经济的过程中发挥更

加重要的作用。

财政政策通常与债务问题挂钩。在当

今社会，债务与现代经济运行息息相关，几

乎所有经济体都会发行各种类型的债券。

但同时，维持合理的债务水平极为复杂，其

中的重中之重——偿债压力与利率水平挂

钩。一方面，如果私人需求非常强劲，中性

利率大幅上升，偿债负担就会增加；另一方

面，如果私人需求更加疲软，为使产出保持

在潜在水平，政府很可能不得不维持巨额赤

字，导致债务率不断上升。

实际上，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至今，各国的政策实践已经引发了经济学界

对财政政策作用的重新审视。目前全球多

数发达经济体的净负债率远高于 2008 年的

水平，财政赤字率居高不下。比对 1990 年、

2000 年、2010 年和 2021 年对美国经济学会

会员的调查，可以明显看到，随着时间的推

移，受访经济学家对财政政策稳定宏观经济

作用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表明人们对积极

财政政策有效性和实用性的看法呈现出越

来越认同的趋势。

书中列举了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

西 班 牙 、英 国 、日 本 7 个 主 要 经 济 体 截 至

2022 年 1 月份的数据，各国净债务率（NDR）

均处于历史高位。2021 年，除德国以外，其

他国家的净债务率都远高于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前的水平。同时，财政赤字率也非常

高，虽然这一数据多少受到疫情的影响，但

实际上，各国的赤字率在 2019 年就已经很

高了，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与此同时，各国

名义利率极低，3 个月期国债收益率大多为

负，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均低于预期通胀率，

也即实际利率为负。

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叠加全球经济复

苏乏力的现状，使得各国政策制定者和研究

者对于财政政策的作用兴趣空前，但却对应

该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持迥然不同的观

点。一些人重点关注债务水平，认为化债更

为重要；另一些人则认为保持债务规模稳定

即可，重点在于推动经济复苏；有一些偏好

低利率的人认为，当下正是政府借贷的好时

机，可趁此机会为公共投资大量融资；还有

一些人则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应采取更激进

的化债方式，如减记中央银行持有的债

务；等等。

总体来看，以上观点各有各的侧重，

也各有各的理由，仅从“纸面”经济学来看

均能实现逻辑自洽。然而一个更深刻的

事实是，现实社会永远不会像公式那么简

单，再完美的演算也无法解决世界上的所

有问题——总有人会痛，且疼痛的代价很难

测算。

这也是本书作者在反思整部著作时明

确指出的：与细化的货币政策建议相比，自

己关于通过财政政策促进宏观稳定的一般

性建议“过于笼统”。书中提出的观点与其

说是建议，不如说更像工具，或将有助于各

国政府权衡各国的施政重点，让政策更加符

合本国实际。

然而，现实永远比理论更精彩。就在研

究者还在理论世界中与低利率话题周旋时，

现实中近乎失控的债务规模正在用自己的

方式讲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古老

的道理。

为缓解货币超发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

美联储于 2022 年 3 月份起开始激进加息，短

时间内把利率目标区间从 0 至 0.25%提高

到 5.25%至 5.5%的水平，并在此高位上徘

徊了一年多。受此影响，美国联邦政府一

年内用于偿付债务利息的资金已经突破

万亿美元。除了借新还旧、击鼓传花，似

乎也看不到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这或

许说明，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

策，并不只有玫瑰色温柔似水的一面，

当不负责任的政策操作过线之后，在

前方等待的或许还有无尽的深渊。

天 下 没 有 白 吃 的 午 餐

□ 肖 瀚

从位于蒂茹卡国家公园的中国亭

景观区向远处眺望，翠绿的山峦环抱着

湖泊和海湾，青山碧水间分布着万千楼

宇，这就是被誉为“非凡之城”的里约热

内卢。

里约市位于巴西东南沿海，是巴西

第二大城市，也是巴西经济、金融、文化

中心之一，面积约 1200 平方公里，居民

600 多万人。徜徉街头，随处可见“G20

之都”标识，很多地方修缮一新，还增加

了不少便民设施，彰显着里约人对 G20

峰会的热情。

作为全球知名的旅游胜地，里约丰

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

地的游客。科尔科瓦多山上的基督像、

瓜纳巴拉湾附近的糖面包山、科帕卡巴

纳海滩等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每年年初的里约狂欢

节是巴西规模最大、国际知名度最高的

狂欢节，其间举行的桑巴舞大赛闻名世

界。这些景观和活动不仅为当地民众的

生活增添色彩，也成为音乐家、园林和城

市设计师艺术灵感的来源。

此次 G20 峰会会场设在弗拉门戈

海滩旁的里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内花

园出自巴西景观设计大师布雷·马克斯

之手。

在科尔科瓦多山上的蒂茹卡国家公

园里，有一座玲珑别致的中式凉亭，八角

飞檐上雕刻着色彩艳丽的飞龙。这座凉

亭是里约地方政府为表彰华工在巴西用

中国茶籽培育茶树的功绩而修建。现

在，这座凉亭已成为中巴两国人民友谊

的象征。

1822 年巴西独立后，里约成为巴西

的首都，直到 1960 年巴西迁都至巴西利

亚。里约老城区内保存着里约作为旧首

都时的总统府、议会等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博物馆、剧院等

历史建筑点缀其间。里约多家博物馆加入了 2018 年成立的

金砖国家博物馆联盟，包括位于老城区的巴西国家美术馆。

老城区的瓦隆古码头始建于 18 世纪末，是当时非洲黑奴

登陆巴西的主要地点。1811 年至 1831 年间，上百万名黑奴从

这里进入巴西，后被转卖至美洲大陆其他地区。2017 年，瓦

隆古码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每年的 11 月 15 日是巴西的共和国成立日，11 月 20 日是

黑人觉醒日。G20 峰会于 11 月 18 日至 19 日举行，正好在巴

西这两个法定假日之间。为减少峰会期间市内人员流动量，

里约市议会批准一项法案，将今年的 11 月 18 日和 19 日也设

为假日，再加上 16 日和 17 日两天周末，形成从 15 日至 20 日的

假期，以减少拥堵，确保峰会顺利举行。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里约陆续举办了多场国际盛会，

如 1992 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2007 年的第十五届泛美

运动会、2012 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首脑会议、2016 年

奥运会等。 （据新华社电）

﹃
非凡之城

﹄
里约热内卢

赵

焱

陈威华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韩韩 叙叙 杨啸林杨啸林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来稿邮箱来稿邮箱 gjb@jjrbs.cngjb@jjrb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