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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在2010年复苏？  

记者：莉雅 

华盛顿报导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表示，随着各国政府促进增长的措施开始取 

得成效，全球经济在今年出现急剧滑坡之后在2010年会开始重大的复 

苏。不过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复苏将是乏力的。 

 

主 持了国际清算银行有关全球经济会谈的欧央行行长特里谢表示，全 

球经济在2009年将会出现严重的放缓，发达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不 

过，特里谢同时表示，石 油价格的下降、政府的额外支出以及各中央 

银行采取的刺激经济的措施将在比较长期的时间里给经济带来积极的 

影响。他说，这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觉得2010年 是一个恢复年的原因 

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的全球增长只有2.2%，低于该机构2008年 

预计的3.7%。其他大的金融机构也做出了类似的预测。 

 

*鲍默尔：美经济复苏将比欧洲快* 

 

位于普林斯顿的经济展望集团的首席全球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一个 

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复苏的力度有多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 

示，欧元区的复苏将是乏力的。 

 

他说：‚16国欧元区的经济在2009年将收缩1.3%。当它在2010年出现复 

苏时，我认为，增长可能不会超过1%。这意味着，欧洲的失业率会继 

续上升。对于欧洲大部分的企业和消费者来说，他们不会觉得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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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宪章 

为了确定美国之音的使命和确保美国之音节目的完善，

1960 年起草的美国之音宪章于 1976年 7月 12日由杰拉

尔德福特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Public Law 94-350)。宪章

规定：  

通过广播跟全世界人民直接交流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为

了有效地达到这个目标，美国之音必须赢得听众的关注和

尊重。因此，美国之音的节目必须符合以下原则：  

作为一个一贯可靠的、权威的新闻来源，美国之音播送的

新闻必须准确、客观、全面。  

美国之音将代表整个美国，而不是美国社会的个别阶层。

所以，美国之音将平衡、全面地反映重要的美国思想和体

制。  

美国之音将清晰而有效地展示美国的政策，以及关于这些

政策的负责任的讨论和意见。  

VOA CHARTER 

The long-rang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served by 

communicating directly with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by 

radio. To be effective, the Voice of America must win the 

attention and respect of listeners. These principles will 

therefore govern Voice of America (VOA) broadcasts:  

1. VOA will serve as a consistently reliable and authoritative 

source of news. VOA news will be accurate,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2. VOA will represent America, not any single segment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will therefore present a balanced and 

comprehensive projection of significant American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3. VOA will present the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learly 

and effectively, and will also present responsible discussions 

and opinion on these policies. (Public Law 9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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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

 

这位研究全球经济的经济学家表示，由于美国政

府比欧洲政府采取了更加强有力的措施来减缓衰

退，因此，美国经济的复苏将比欧洲快，尽管增

长仍低于历史水平。 

 

他说：‚我认为，美国经济会显示出这些项目所

带来的好的影响，在2009年的下半年开始出现增

长。但是这种增长将是缓慢的。在2010年，尽管

美国经济的增长将比欧洲快，但是我预计增速只

有2%，仍然低于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  

 

*艾利斯：欧复苏或早于美国* 

 

位 于纽约的经济预测和咨询公司决定经济学的高

级全球经济学家艾利斯也认为，全球经济的复苏

将是乏力的。他预计全球经济在2010年的增长速

度会达到2.5 %到3%。不过，他认为，欧洲的复苏

可能要早于美国，这是因为这次金融危机以及信

贷紧缩对欧洲消费者造成的损害只是临时性的，

它们目前所经历的是减少库存 带来的工业生产上

的大幅收缩。 

 

他说：‚当欧洲以及全球的工厂库存状况出现矫

正的时候，欧洲的工业部门可能会从中得到很大

的好处，原因是欧洲的消费者支出不会像美国那

样萎靡不振。这意味着，在情况出现好转时，好

转的速度会快得多。‛ 

 

*温家宝：中国将最早复苏* 

 

全 球性的金融危机不仅导致工业化发达国家陷入

衰退，也导致高速增长的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急剧放缓。一些经济学家甚至

预计，中国2009年 的经济增长可能减缓到5%，不

到2007年11.9%的增速的一半。中国政府正在采取

措施，希望在2009年保持8%的增长。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北京表示，实现这个目

标将是极为困难的。与此同时，在瑞士巴塞尔参

加国际清算银行会议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也表示，8%的增长目标存在下行的风险。 

 

不过，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江苏考察工作时表示，

12月份，中国经济的表现好于预期。在没有说明

具体数据的情况下，温家宝指出，一些公司的销

售开始好转，库存在下降，电力消费在增加。他

还认为，中国将在全球危机中最早复苏和振兴。 

 

*鲍默尔：中国复苏会滞后* 

 

对于温家宝的这个说法，经济展望集团的首席国

际经济学家鲍默尔不以为然。 

 

他说：‚我认为，温家宝的预测更多的是一个祈

祷，而不是一个合理的预测。中国将经历自从邓

小平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程度的社会两极分

化。‛ 

 

这位经济学家预计，中国今年的增长只有6%，明

年为7%。他认为，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

因此，中国只有在全球经济复苏以及对中国的产

品需求开始加大的时候才会出现复苏。 

 

*艾利斯：中国面临就业压力* 

 

决定经济学的资深国际经济学家艾利斯也认为，

中国不会是在全球危机中最先复苏的国家。 

 

他 说：‚中国政府有很多钱，鉴于它的经济体

制，在重新分配生产资源方面，他们可以让事情

更快地发生。他们也将在内部发展以及基础设施

方面投入很多钱，这是必 要的。这将会给经济提

供一定的推动。但是它们仍然面临一个很糟糕的

出口市场，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它们将失去出口

带来的动力。‛ 

 

艾利斯指出，这种情况将使他们面临巨大的就业

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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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采取刺激措施* 

 

经 济滑坡造成的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使得各国政

府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来缓解局面。德国正在敲

定新的刺激措施，英国也在做出努力，保护就

业。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 正在筹划新的经济刺激

方案以及对布什总统的经济救助计划做出调整，

以创造更多的就业。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表示，中

国将采取新的刺激措施。不过温家宝承认，到 目

前为止，中国政府采取的刺激措施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但是不足以抵消经济放缓带来的影响。 

 

 

 

全球金融体制的发展趋势 

许波  

华盛顿报导 

 

世界经济论坛星期四发表了题为‚未来全球金融

体制‛的研究报告，论述了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教

训，并预示了未来全球金融业的近期和远期的发

展趋势。 

 

*20 年货币政策膨胀金融监管不力* 

 

世 界经济论坛的研究报告指出，去年 9 月华尔街

金融风暴标志着西方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过去

近 20 年，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膨胀，金融监管机制

的职能不断缩小，导 致信贷市场过于泛滥。结

果，在近百年来前所未见的金融风暴冲击下，国

际金融格局和体系遭到猛烈冲击，雷曼兄弟公司

等华尔街老店分崩离析，欧美许多声名显赫 的金

融机构岌岌可危。金融风暴的冲击波所到之处，

信贷市场一片风声鹤唳，至今不见明显的缓和迹

象。 

 

*近期前景* 

 

金融风暴余波未尽，世界经济论坛为国际金融秩

序的未来提出了近期和长远两种预测。 

 

报 告指出，2012 年以前的这段时期，银行和金融

机构将痛定思痛，主要采取吸取教训式的改革措

施，包括政府加大对银行和金融业监管和干预的

力度。与此同时， 银行和金融机构将通过去杠杆

化过程逐渐回归其原有的基本职能，这个过程包

括通过增加流动性和资本比例来修补其资产负债

表，减少对短期的、投机性贷款的依 赖。报告认

为，通过一系列修补性的改革和重组，银行将去

除泡沫，恢复以传统的储蓄、贷款和融资为核心

的功能。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金融学教授马克·威廉斯同意

这种判断，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是

这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华尔街必须进行深刻的

反省和改革，否则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不

保。 

 

‚市场证明，你这种经营模式已经破产，需要修

补，如果你不修补你的经营模式，也许东京或者

伦敦将控制国际金融的命脉，成为新的金融中

心。‛ 

 

*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 

 

在传统的金融机构面临深刻改组和整顿的同时，

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预计，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

对冲基金这些新兴的融资机构的发展前景将面临

严峻的挑战。它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蒙受的惨

重损失使人们对于其杠杆投资为核心的经营模式

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波士顿大学的金融学家威廉斯教授认为，这些过

去政府监管最少，自由程度最高的金融公司将受

到严格的约束。 

 

‚我觉得对冲基金等风险投机资本需要受到严格

管理。这些机构掌管巨额资本供应，对经济发挥

重大的影响，它们需要受到监管。过去美联储试

图对这些机构实行监管，但是它无法触及到它们

掌管的领域。它们是资本市场的黑暗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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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不明* 

 

至于全球金融体系到 2020 年的长远发展前景，世

界经济论坛的研究报告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答

案。 

 

报 告认为，国际金融秩序向何处去的远景将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其中主

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世界经济重心由发达经济体

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速 度有多快，二是金融政策

方面的国际合作的程度有多深。在世界经济重心

转移的过程进展迅速的情况下，如果国际合作的

意愿加深，国际金融秩序将出现理想的多边 机

制；反之，将出现区域性金融体制格局。如果世

界经济重心的转移进展缓慢或出现停滞，那么未

来国际金融秩序或者将重返以西方为中心的体

制，或者彻底分崩离 析，出现各国货币竞相贬值

的区域保护主义。 

 

*利维：不能矫枉过正* 

 

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菲利普·利维对美国

之音表示，无论长期或近期的发展前景，国际金

融秩序的演变和改组都是这次金融危机触发的，

因此改革的重心离不开金融危机的背景。 

 

这位持保守观点的经济学家表示，放松管理固然

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沉痛教训，但是也不能矫

枉过正，由放任自流的极端走向国家全面监管的

另外一个极端。 

 

‚美国主张去管理化，所以当金融风暴出现后，

人们常常认为，放松监管是问题的根源。但是更

细心的观察家却发现这种说法未必都是事实。这

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监管最严格的银行的损

失要远远超过监管最松的对冲基金。‛ 

 

利维补充说，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房地美和房利

美不仅处于政府的严格监管之下，而且它们本身

就是半官方的房贷融资机构。所以他认为，不能

一概而论，把加强国家监管看作是金融改革的唯

一方向。 

 

 

 

全球再度面临粮食短缺 

袁野  

华盛顿报导 

 

 

尽管国际粮食价格去年下半年大幅回落，但专家

警告说，全球粮食市场的供需基本面并没有根本

改变。此外，在信贷紧缩的作用下，2009 年农业

投入和产出的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导致粮价回

升。 

 

国际米价在去年上半年触顶后一路下跌。但是，

总部设在马尼拉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星期五发表报

告说，国际粮价的短期下滑很可能只是昙花一

现。该机构认为，在国际粮食供需基本面失衡和

信贷紧缩的双重作用下，国际粮价将在 2009 年显

著回升，全球粮食供应仍然面临威胁。 

 

*粮食储备极低* 

 

报告说，在过去的 7 年当中，有 5 年全球粮食消

耗大于产出。报告认为，过去一年国际大米价格

的大起大落反映出全球粮食储备处在极低水平。 

 

去 年 4 月，国际市场的基准商品纯 B 级泰国大米

价格在升到每吨 1080 美元的历史新高。供给下

降、市场投机、生物燃料的开发、以及新兴经济

体的需求增加被认为 是 2008 年上半年粮食危机

的主要原因。不过，在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导致

的需求减弱等因素影响下，纯 B 级泰国大米的国

际市场价格一路跌到 10 月份的每吨 575 美元。 

 

华府智库地球政策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詹妮特.拉森

女士同意国际水稻研究所对全球粮食供求基本面

的判断。 

 

她说：‚在下一个收获季节之前，全球现有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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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总量仅能维持 52 天消耗。这是很低的水平。

国际粮食安全通常奉行的标准是至少维持 70 天消

耗。‛  

 

*稻米增产幅度下滑*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报告作者之一、该机构社会科

学部负责人萨马兰都.默汉迪(Samarendu Mohanty)

说，全球大米产量近年的增加主要来自于种植面

积的扩大，而不是单位产量的增加。实际上，自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全球稻米单位增产的

幅度呈现出下滑趋势。 

 

默汉迪在报告中说，‚目前全球稻米种植面积已

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认为种植面积的增加可以

满足未来需求是一种愚蠢的假设。‛默汉迪指

出，目前全球面临的粮食短缺从根本上说是上个

世纪 80 年代以来农业研究和基础设施开发受到忽

视的结果。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去年上半年化肥、

燃料和种子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农民投资，而下半

年的粮食价格下跌导致农产品利润缩水，农业再

投资能力遭到严重削弱。 

 

*产出预测下降* 

 

华府智库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席瓦.穆

桑吉(Siwa Msangi)说，除了价格因素外，全球信

贷紧缩将进一步扼制农业生产和研发投资，从而

为 2009 年的农业产出蒙上阴影。 

 

他说：‚当资本市场缺少流动性的时候，农民购

买必要机械设备的融资能力大大削弱。这将导致

生产率和单位产出的下降。‛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报告举例说，由于农民申请贷

款购买种子和化肥的难度增加，菲律宾把 2009 年

粮食产量预测下调了 4%。 

 

*大米需求增加*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席瓦.穆桑吉指

出，在粮食产出预测下降的同时，另外一个值得

警觉的因素是，全球经济衰退导致的收入下降在

很多发展中国家增加了对大米这种基本粮食的需

求。 

 

他 说：‚我们的研究显示，2009 年几种主要粮食

价格都面临涨价压力，大米尤其如此，因为在包

括亚洲在内的很多地区，大米都是一种不可缺少

的主食。当消费者 收入处在较高水平的时候，他

们更倾向购买和消费小麦和其他更为昂贵的替代

商品。但是经济下行收入下降的时期，大米的消

费实际上倾向于增加。‛ 

 

国际水稻研究所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该机构预

计，2009 年，全球大米需求将比上一年增加

1%，达到 4 亿两千 6 百万吨。该机构在星期五发

表的报告说，‚信贷紧缩造成的产量不确定，再

加上需求增加将导致大米价格在未来的几个月内

显著回升。‛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已经出

现回升迹象。本星期，纯 B 级泰国大米的价格从

12 月底的每吨 520 美元上涨到每吨 550 美元。 

 

 

 

美国公司裁员人数剧增  

木风  

华盛顿报导 

 

 

星期四，美国出台了一大堆疲软的经济消息，其

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就业问题。公司裁员、失业补

贴申请数量大增等多种迹象显示，1 月份美国工

作机会减少的数量将会超过去年 12 月。  

 

*谷歌神话动摇 裁减百人* 

 

网络搜索引擎大王谷歌公司的股票在经济危机发



 
美国之音 财经周刊 电子版    第 102 期     2009 年 1 月 17 日星期六 

 

 

 

美国之音 财经周刊 电子版   Saturday, January 17, 2009                                 6 

生以来表现出相当强的抗跌性。其股价虽然从高

点 600 多美元被腰斩一半，但依然挺立在 300 美

元以上的高位。这在美国股市上可算是罕见的一

景了。 

 

但 是，谷歌公司的神话星期四开始动摇。它宣

布，公司计划裁减 100 名正式员工。尽管数量不

大，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让市场意识到，这家具有

强劲增长动力的企业也 不能逃避经济衰退的打

击。谷歌公司其实从去年年底就开始裁减员工，

不过裁减对象一直是非正式人员。正式员工现在

也不能幸免了。 

 

谷歌宣布裁员的消息之后，其股价大幅度下挫，

最深跌幅超过 10 美元，不过收盘时有所回升。 

 

*微软首次大裁员?* 

 

在谷歌开始裁减正式员工的同时，微软公司也传

出消息说，近期可能会宣布大批裁员的决定。具

体裁员数量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分析认为，可

能会占微软全球员工的 16%以上。如果这个消息

属实的话，这将是这个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有史

以来第一次采取这样的行动，实属罕见。 

 

有关企业裁员的消息还有很多。摩托罗拉公司星

期四又宣布了新的裁员计划，总数为 4000 人。从

2007 年以来，这家移动电话公司已经裁员 1．6

万人。通讯设备公司‚北电网络‛公司(Nortel)已

经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大批裁员应当是在预料之

中。 

 

北美地区第二大的纸板生产商 MeadWestvaco 星期

四公布了裁员 2000 的计划。由于市场需求下滑，

这家公司开始大幅度缩小生产规模。公司声明

说，准备关闭 14 个制造基地。这次裁员的数量占

公司总雇员人数的 10%。 

 

*申请失业补贴者剧增* 

 

正在加强的裁员势头星期四得到了美国劳工部新

数据的证实。劳工部报告说，上个星期首次申请

失业补贴的人数大幅度增加了 5.4 万人，总数跳

升到 52.4 万人，超过专家预测的 50 万人。高频

经济学公司估计，今年这个数字可能会上升到 72

万人。 

 

大和证券(北美)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莫兰

(Michael Moran)对美国之音说： 

 

‚就业市场现在非常疲软，失业率很高，裁员规

模很大，这跟经济相当疲软是一致的，它反映了

各行个业收缩速度加快的势头。‛ 

 

莫 兰表示，去年年底，裁员势头加强。新年以来

的各种消息显示，裁员规模还会扩大。纽约地区

制造业指数在一月份继续萎缩，房屋市场的疲软

程度还在加重，银行没 收的房屋数量急剧增加。

零售业表现极其疲软，企业盈利大幅度下滑。这

一切都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在下半年到来之前

还会进一步恶化。 

 

专门跟踪丧失赎回权房屋数量的统计公司

RealtyTrac 星期四报告说，2008 年，美国失赎房

屋数量比 2007 年猛增 81%，比 2006 年增长了三

倍。 

 

*恶性循环* 

 

美 国总承包商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肯·西蒙森

(Ken Simonsen)认为，失赎房屋数量大量增加跟裁

员扩大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因

素。房主一旦失去工作，马上面临还贷危机。所

以，企业裁员的 扩大直接导致房地产市场形势的

恶化和房价的下滑。这些变化都会削弱消费者开

支，减少市场需求，反馈到企业，则是缩减企业

开支，缩小生产规模，导致整体经济 体更快的收

缩。 

 

*房市见底构筑支撑?* 

 

不过，西蒙森指出，在一片坏消息里面还是有一

点好消息。房价的下跌和长期房贷利率的下滑正

在为市场下滑构筑支撑。他对美国之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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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房屋销售会成为第一轮开始回升的行

业中的一个。利率持续下降会让更多的人发现自

己买房的能力有所提高，房价的大幅度下滑是另

外一个有利因素。30 年房贷利率已经持续下滑了

11 个星期，今天又跌破了 5%。这会鼓励更多的

人开始考虑买房的事情了。‛ 

 

西蒙森表示，现在市场上的房屋库存数量很大，

对房价构成下行压力。但是，如果长期房贷利率

能够像美联储设想的那样继续下降，直到 4.5%，

这将会对房屋需求提供相当的刺激。他估计，今

年第二季度可望看到房屋销售开始回升，第三季

度进一步改善。 

 

不过，西蒙森强调说，现在形势更要求政府能够

迅速推出强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这是现在唯一可

以打破目前各种负面因素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

稳定局面的一个力量。 

 

 

 

奥巴马为美国移民带来新希望  

韦弗  

纽约报导 

 

 

人 口统计学家说，到 2042 年，美国人口将有一

半以上属于非白人后裔，主要包括南美裔，亚裔

和非裔。美国下一任总统奥巴马的父亲是非洲肯

尼亚人，母亲是白 人。他出任美国总统，将是这

个国家文化和种族多元化最显著的象征。没有一

个地方比纽约市的种族多元化更为令人瞩目，纽

约是移民和移民之子的城市。 

 

在纽约皇后区一所‚新移民高中‛，朱莉·曼恩

老师正在指导学生演出在南非种族隔离下成长的

一个男孩的自传故事。 

 

在纽约皇后区的这所学校是专门为新移民设立

的，全区共有 121 所这样的学校。学校的学生分

别来自中国、尼泊尔、孟加拉、哥伦比亚、也

门、埃及、海地和其它国家。 

 

许多学生说，奥巴马的胜利使他们为自己的新国

家感到高兴，这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新的意义。

一位来自孟加拉的男孩说：‚我不能说奥巴马当

选是件很奇怪的事，但这是美国最有历史性的一

次选举，史无前例。‛ 

 

一位来自中国的男孩说：‚我想非洲裔美国人能

当选美国总统，那就表示历史在改变。‛ 

 

一位来自海地的男孩说：‚作为一个黑人，我能

有更多的机会了。我决心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一

个对美国作出重要贡献的人‛ 

 

一位来自孟加拉的女孩说： 

‚我在想，也许有一天，亚裔美国人也能当上美

国总统。‛ 

 

出 生于哥伦比亚的诺拉·查维斯为一个名为‚铺

平道路‛的组织工作，这个团体的宗旨是服务拉

丁裔移民。她有两个孩子，她说，这就是为什么

奥巴马当选对她如此重 要。‚因为他胜选，所以

我决定留在美国。我过去对于将来确实毫无信

心，我的孩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他们虽然是美

国人，但他们毕竟还是拉丁裔。‛ 

 

查维斯说，现在她的感觉不同了。‚我觉得，移

民有机会参与建设美国，并建设自己在这个国家

里受到尊重的生活。‛ 

 

巴基斯坦移民穆罕默德·拉兹维说：‚坦白地

说，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我是说，除了印第安

人外，这里的每个人都是移民。‛ 

 

穆 罕默德·拉兹维在纽约布鲁克林区负责一个为

南亚移民服务的团体。他出生于巴基斯坦，如今

他在美国抚养自己的子女。他说:‚我有五个孩

子，我告诉他们，‘你 们看，这是一个多么伟大

的变化。美国终于成为她原本应该成为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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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想想他们有一天也许会当选为美国总统，

那种感觉太好了。‛ 

 

‚新移民‛高中的学生大都还没有加入美国籍，

但是他们说，奥巴马的当选给他们传递了同样的

信息。一名来自中国的女孩说：‚因为他要把战

争经费拿来作教育经费。‛ 

 

一位来自也门的男孩说：‚这次选举是所有人民

的选举，并不是仅仅白人和非裔美国人的选举，

也包括所有移民。‛ 

 

一位来自孟加拉国的女孩说:‚正如奥巴马所说的

那样，我们不是红色或者蓝色州，我们是美国。

这话让我感到鼓舞，我感觉他能把我们都团结在

一起。‛ 

 

奥巴马就任总统后将有很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位

具有双重族裔的总统；第一位父亲出生在外国，

也不是生在英属群岛或加拿大的总统；第一位具

有非洲和穆斯林传统的总统。对广大移民来说，

他是第一位有着和他们相同背景的总统。 

 

 

 

亚洲采取刺激措施遏制经济恶化  

贝隆  

曼谷报导 

 

随着亚洲地区越来越感受到全球经济滑坡所带来

的影响，亚洲各国政府采取措施，防止本国经济

出现最坏的情况。那么，这些措施是否有效呢？ 

 

亚 洲各国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形式花钱。日本

政府表示，要减税 7 千亿美元，向资金紧缺的金

融机构注资，给民众发放现金。中国说，将把 6

千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 中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建设

道路桥梁和改善社会服务。泰国政府则保证为农

民提供帮助，并继续推动为贫困人口提供免费水

电和公共交通的计划。 

 

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一个，这就是刺激经济

活动，抵消出口收入迅速滑落带来的影响。杰弗

里.萨克斯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专门

研究发展问题。他这个月早些时候在马尼拉亚洲

开发银行发表了讲话。 

 

萨克斯说：‚依我看，最可能走出目前这种困

境、包括亚洲摆脱这个危机的方式就是大量依靠

公共开支。政府购买消费品，在医疗、教育、住

房等方面提供政府服务，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增加公共投资。好在亚洲原本就非常需要这

些。‛ 

 

最近一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迅速扭转局面。例

如，日本和韩国希望通过减税和发放现金来增加

民众的收入，鼓励消费。其他一些措施，例如中

国和印度尼西亚提出的基础建设开支可能就需要

很多年才能看到结果。 

 

在日本，一些经济学家认可通过为银行系统注资

来重启借贷等短期措施，同时也有人批评麻生首

相给消费者发放现金的计划是浪费公共资金。他

们说，日本 1990 年代的长期衰退已经证明，这种

发放现金的作法对刺激需求不起作用。 

 

东京法政大学经济学教授平田英昭就这个问题发

表看法说：‚实际上，这种政策能产生的效果确

实非常小，120 美元，这么点钱不可能有效刺激

经济。‛ 

 

平田英昭认为，如果政府把钱投入教育，特别是

改善日本贫困人口的教育，经济就可能受益。 

 

约瑟夫.兹维利奇是亚洲开发银行的助理首席经济

学家。他说：‚问题是，你是不是把钱发给了那

些会花掉这些钱的人？因为，如果人们把钱存起

来，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如果把钱给了手头紧

的人，他们很可能花这些钱。把贫困人口作为对

象，影响会更大一些。‛ 

 

但是，对于一些国家政府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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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面临着政治挑战的政府来说，刺激经济短期

增长正是他们的目标。 

 

日本法政大学的平田英昭说，日本政界人士正在

为即将于 4 月举行的选举做准备。他说：‚他们

所考虑的只不过是短期的问题，那就是选举。长

期计划不能带来短期结果，因此他们对长期的经

济政策没有什么兴趣。‛ 

 

泰国总理阿披实是上个月泰国法庭裁定前政府违

反了选举法以后就职的。在目前政治上处于分裂

状态的泰国，他所采取的是一些讨公众喜欢的措

施，以便提高个人声望。 

 

亚 洲开发银行的兹维利奇说，各国政府在平衡短

期刺激和长期发展方面必须小心谨慎：‚把钱交

给那些急于花钱的人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

是不会带来长远的好 处。危机一旦过去，如何偿

还由此带来的债务将成为问题。为未来的增长提

供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

必须记住，基础设施投资要产生效应是需 要一定

时间的。除非能够在短期内扩大这些计划，否则

基本设施投资不会立即产生刺激经济的效果。‛ 

 

有关这些计划的一个问题是，亚洲国家政府如何

偿付这些支出？中国和日本拥有雄厚的外汇储

备，但是穷国的政府将不得不举债。菲律宾政府

上个星期从国际投资机构借债 15 亿美元，用来资

助经济刺激支出。 

 

哥 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教授提倡更多的地区合

作。他呼吁日圆坚挺的日本向其他亚洲国家提供

长期援助。他说，这对日本和亚太地区的其他国

家都有帮助：‚日本不太 情愿扩大政府在国内的

投资，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既然这样，日本可

以通过提供以日圆为后盾的长期财政援助来扩大

其他国家政府的投资，以便增加对于长期和可 持

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这些领域里的政府投

资。‛ 

 

但是经济学家们认为，各国经济刺激计划能否奏

效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海外，尤其是美国的经

济状况。亚洲很多人正在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美

国当选总统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他们希望这

个计划获得成功，从而对整个亚太地区带来涟漪

效应。 

 

 

 

国际机构警告中国经济硬着陆  

木风  

华盛顿报导 

 

 

世 界经济论坛在星期二发表了 2009 年全球经济

风险报告。报告认为，2009 年世界大多数经济体

的增长前景依然黯淡，市场波动依然存在，流动

性难以舒缓，失 业率继续上涨，消费者和企业的

信心会进一步低迷。报告还特别强调中国经济出

现硬着陆的风险增大，这将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

的影响。 

 

*五大风险* 

 

世 界经济论坛在这份报告中列出了 2009 年世界

经济面临的五大风险。第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

政府财政状况可能会恶化。报告认为，为了救助

金融系统和刺激经 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

利、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家大规模增加了政府

支出，这可能给本来就很不稳定的财政状况增添

了新的变数。大量资金流入经济之中可 能会给未

来发生重大经济问题播下种子。 

 

第二大风险就是中国经济硬着陆。报告说，中国

经济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中

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今年下滑到 6%，或者 6%以

下，这将会给本来已经相当疲软得世界经济产生

重大的影响。 

 

第三大风险是资产价格继续大幅度下滑。报告

说，去年全球股市平均跌幅超过 50%。今年股市

可能面临更多的痛苦。资产价格下跌、银行资产



 
美国之音 财经周刊 电子版    第 102 期     2009 年 1 月 17 日星期六 

 

 

 

美国之音 财经周刊 电子版   Saturday, January 17, 2009                                 10 

减值的增加和金融机构面临的资本压力提高，以

及去杠杆化进程的继续等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和相

互加强将给经济复苏构成很大的阻力。 

 

第四大风险是资源挑战。报告说，自从上个报告

发表以来，气候变化、水质量下降以及能源可获

取性的降低等长期风险一直存在。世界半数以上

的人口生活在水资源紧缺的地区。这个问题和食

品安全问题以及能源问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第 五大风险是世界各国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许

多全球性问题，如金融稳定、贸易、气候变化

等，都反映出有效管理缺失的严重问题。报告认

为，在全球经济衰退时 期，最重要的是建立信

心，要恢复消费者的信心，也要恢复投资者的信

心，更要恢复金融机构的信心。而恢复信心的最

重要的一环就是改善管理。良好的管理和领导 将

会提高行业间、地区间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经济

复苏的重要条件。 

 

世界经济论坛对多数经济体今年的经济增长前景

持悲观态度。这份报告强调，当今的全球经济高

度整合，各经济体之间联系空前密切，一个经济

体的问题很快波及到其它地区。市场动荡、失业

率上升、流动性趋紧和信心普遍下滑多种负面因

素都给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

性。 

 

*中国经济硬着陆影响最大*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网络部总监希安娜.坦布尔

吉(Sheana Tambourgi)对媒体表示，在这五大风险

中，中国经济的硬着陆的影响最为严重。 

 

她 说：‚这个结论是根据在过去 12 月里对民众

和专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所做出的。我们在过去三

次报告中一直在跟踪了解中国经济增长下降到 6%

以下的可能性。这次 已经是第四次了。我们认

为，对中国经济在今后 6 到 12 个月里出现硬着陆

可能性的评估是符合各方面最新的情况变化的。

硬着陆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 的。‛ 

 

*世界经济疲软* 

 

经济学家们对世界经济论坛的看法比较认同。美

国瓦乔维亚银行的全球经济学家杰伊.布莱森博士

在一个月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还认为 2009

年世界经济将可能实现一个百分点的增长。但

是，现在新的情况让他改变原来的预测。 

 

他对美国之音说：‚大多数经济体第四季度的情

况看来要比原来估计的糟糕很多。甚至是比一、

两个月前的估计更为糟糕。美国的经济增长可能

要收缩 6 个百分点，其它主要经济体的收缩幅度

大致在 3、4、5 个百分点的范围。世界经济在进

入 2009 年的时候要比估计的更为疲软。‛ 

 

布莱森预测，今年世界经济的增幅速度很可能是

零。 

 

*中国有望增长 7%？* 

 

不过，在谈到中国今年增长前景的时候，这位全

球经济学家要显得比世界经济论坛报告乐观一

些。他表示，全球经济疲软加重无疑给中国经济

增加了压力，增速降低到 6%以下的风险明显增

加。但是，布莱森认为，一些积极的因素让他倾

向认为，中国经济今年有望实现 7%的增长。 

 

他 对美国之音说：‚我对中国今年的增长预测不

像世经论坛那么低。我的预测是 7%。下降到 6%

以下的可能性当然是有的，我把这列为一种风

险。中国有一些亮点。 北京的决策者已经使经济

政策非常具有刺激性。首先是规模庞大的刺激方

案。地震灾区的重建速度加快，其它还有很多基

建项目要展开，包括在西部地区。另外，利 率也

在大幅度下调。当然，有下行的风险，但也有不

少上行的势头。当局调整政策的速度非常快，这

让我对自己的预测感到比较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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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家建议政府让部分企业破产  

海涛  

香港报导 

 

上海经济学者建议，政府应有勇气让部分企业

‚安乐死‛。早些时候，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

广东不救落后生产力，引起广泛争议。有经济学

者说，从优胜劣汰市场经济出发，这种做法完全

正确。但有其他学者认为，从社会政治角度考

虑，这种做法有欠周全。 

 

*扶植企业应有选择*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长张幼文星期三在上海人代会上建议，政府扶持

企业要有选择有度，应该有让一部分企业‚安乐

死‛的勇气。 

 

张幼文提出建议的大背景是，受国际金融海啸影

响，中国，特别是南方很多企业倒闭，失业工人

增加。 

 

去 年早些时候，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说，广东不

救落后的生产力，在网络上引起很大争议。汪洋

后来针对这些争议说，‚广东改革开放 30 年，走

的是自己的路，让别 人去议论吧。现在仍然是这

样，走自己的路，科学发展的路，让别人议论去

吧。不管别人怎么说，双转移要坚决，腾笼换鸟

要坚决。千万不要因为保增长，不管什么 都继续

上‛。 

 

*曹思源：搞不好的企业要淘汰* 

 

北京的破产法专家曹思源说，汪洋和张幼文的说

法是有道理的：‚汪洋和上海这个同志讲的是对

的。你看哪个企业快破产了，你就赶快去挽救

它，那什么时候能放下包袱啊。西方经济危机一

些企业倒闭就是一种自我调解嘛。搞的不好的企

业倒闭，搞的好的企业就更大发展。‛ 

 

曹思源在 80 年代以个人之力，力主中国实行破产

法，最后中国终于出台破产法，而曹思源也被人

称为‚曹破产‛。 

 

曹思源说，不要一看到企业破产就赶快去救它。

他说，要有选择的救。 对人，可以救。对企业，

不能救。它的生产效率低，组织能力差，适应市

场能力差，就当自然淘汰。否则，无法发展先

进。 

 

*夏业良：不救落后企业与道理但不周全* 

 

不过，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认为，这种

‚不救落后企业‛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周

全：‚他们只说了一个方面。如果可以不顾其他

因素，当然可以说，一个企业没有发展前景，竞

争力不足，市场经济中，自生自灭，自然淘

汰。‛ 

 

夏业良说，以前政府也这样做过，让一些国有企

业淘汰。不过，夏业良说，更经常发生的事情

是，政府也拿出很多钱来救国有企业。夏业良

说，关键要能平等，一视同仁，要救一块儿救，

要不救都不救。他说，既然市场经济，那就让市

场力量说话，这样，才能逻辑一致。 

 

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去年公布说，10 月份，广

东就有 8 千 5 百多家中小企业倒闭，该数字超过

前 3 季的总和。而去年前 3 个季度，广东倒闭的

中小企业才 7 千多家。 

 

 

中国对美贷款助长金融危机? 

莉雅  

华盛顿报导 

 

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进一

步加深的同时，人们对危机爆发的根源进行了很

多反思。中国投资公司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有

关中国向美国提供的大量廉价贷款导致危机爆发

的说法是可笑的。中国银行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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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警告说，人们错判了目前这场危机的规模和性

质。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自然，人们对造成这次

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了探

讨和反思。 

 

*贪婪成灾 自负为害*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

事长、前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提出了他的看法。 

 

他说：‚我想说的是，这次危机的凶手并不仅仅

是金融体系的杠杆化程度过高，而是一些人的贪

婪和自负的过度杠杆化，继而给全球经济带来了

如此巨大的灾难。‛ 

 

*学者：中在美大投资是原因之一* 

 

美国政府承认，美国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引发了

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是美国的一些学者和

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失衡，尤其是美中之间

的贸易不平衡，以及中国向美国提供的廉价贷款

也是导致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美 国纽约时报 12 月 26 号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储

蓄帮助扩大了美国的泡沫‛的文章中表示，在过

去 10 年的时间里，中国在美国政府债券以及受到

政府支持的房屋贷 款上投资了一万多亿美元，其

中大部分的钱来自于制造业的出口所得。这种借

贷降低了美国的利率而且从侧面引发了美国历史

上少见的疯狂消费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泡 沫。 

 

这篇文章说，当时还在普林斯顿担任经济学教授

的伯南克在 2005 年 3 月时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理

论，来解释美国人越来越依赖从外国人，尤 其是

从中国人那里借债来支撑他们的大量支出。他

说，问题不在于美国人花费太多，而是外国人存

了太多的钱。中国人的过度储蓄使得他们以低利

率把钱贷给美国 人，为美国人的消费买单。 

 

目前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在接受纽约时报采

访时表示，在很早的时候在国际资本流动上获得

更好的平衡可以大大减少金融体系的风险。 

 

*归咎华资真可笑* 

 

不过，中国投资公司的监事长金立群对有关中国

的高储蓄以及对美国的借贷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

的看法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赌定美国的资产价

格会不受干扰的一直上涨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他说：‚你不能说，就是因为中国人有这么多廉

价的钱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导致你犯下这个根本

性的错误。在我看来，这是可笑的。‛ 

 

*居者有其屋 好心办坏事?* 

 

金立群指出，在中国不存在买房不需要付一分钱

首付款的情况。银行在提供房屋贷款之前会对贷

款人的信用和现金流动情况进行严格的核查。他

说，通过提供低房贷使得美国人实现拥有自己房

子的梦想的意图是很好的，但是地狱之途往往是

由好的意图所铺垫起来的。 

 

*美国政策失误和外资推波助澜*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藤对金立群的

这个评论做出了这样的回应。他说： 

 

‚ 当然，没有人迫使美国做出这些愚蠢的贷款，

犯下采取不足的监管政策和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

政策等导致危机的错误。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国

际收支的失衡显然为这 种情况的发生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因为那些从中国、阿拉伯石油生产

国、日本以及其他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大量涌入

美国的外国资本的确使得美国的货币状况更 加宽

松，的确导致了很多的流动性，使得银行必须把

钱贷出去，因此创造了一个环境，在最低程度上

方便甚至鼓励了导致危机发生的那种做法。‛ 

 

*中国官方态度的变化*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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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前国务院高级官员谢淑丽教授指出，中

国官方最近也承认，国际贸易和投资上存在的不

平衡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她 说：‚在去年 11 月举行的 20 国集团会议上，

中国坚持不要把这次的崩溃归咎于国际经济和金

融上的不平衡。美国在这次会议上的确认可了这

一点。有意思的是， 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一篇社

论敦促美国不要玩谁应该对此负责的游戏，但是

社论承认，‘全球贸易和投资上的不平衡的确在

危机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但是它们不是造 成危机

的根本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的主任查克把危机的爆

发更多地归咎于美国的金融体系。 

 

他说：‚我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更多的是美

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以及过度的冒险而导致的

金融危机，而不是国际失衡的根本性重组。‛ 

 

*第二轮金融危机?* 

 

就在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提出不同看法时，中

国银行副行长朱民警告说，这场危机的规模和性

质都被错判。他认为，各国政府救助市场的努力

到目前为止没有解决危机背后存在的根深蒂固的

问题。 

 

这位银行家还表示，随着实体经济陷入衰退导致

坏帐的增加，全球可能会出现第二轮金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