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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赤字爆表 欧洲债务危机难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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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5月，为了解决由希腊引爆的欧洲债务危机，欧盟共同拿出了7500亿欧元，由此

拉开了救助希腊的大幕。十年后，当另一只黑天鹅飞来，问题早已不止于希腊，意大利、法国，

甚至火车头德国，都避不开由大手笔的经济援助所产生的高额债务。债务危机的“幽灵”又开

始在欧洲闪现，而这次在南北拉锯之下，欧盟要想再次携手应对，难上加难。

超过115%

关于债务问题，法国的表态似乎越来越

悲观了。当地时间5月24日，法国预算部长达

曼宁在接受法国RTL电台采访时再次强调，

“在这场危机中，支出增加，经济活动减少导

致税收减少，就会产生剪刀差，所以（公共债

务占GDP的比重）肯定会超过115%”。

事实上，115%这个数字已经不新鲜了。

在5月中旬，评级机构惠誉就曾预计，今年法

国公共债务在其GDP中所占比例将升至

115.3%，2021年将升至115.9%。

作为典型的高福利国家，法国的债务长

期居高不下，占比在100%左右徘徊。根据惠

誉发布的数据，2019年底，法国公共债务在其

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例为98.4%，较

“AA”评级中位数38.8%高出了两倍多。

债务进一步走高的原因在于源源不断的

支出。为了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法国已

经紧急推出了总金额高达1100亿欧元（最初

为450亿欧元）的经济救助计划，直接帮助在

法国境内经营过程中，由于此次疫情而遭受

经济财务困难的企业。法国财长勒梅尔也称，

政府将在“解禁”后继续为小企业和个体户提

供团结基金至本月底，并减免中小企业3-5月

的社会保险支出等。

而这背后，是法国沉重的经济压力。4月

30日，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其一

季度GDP较上一季度下降5.8%，是自1949年

开始该项统计以来GDP季度最大降幅。对于

今年全年，更不乐观，总理菲利普表示，法国

今年将面临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预计经济将下降8%。

因此，无论是针对企业还是个人，大手笔

的经济援助是无奈更是必然。截至目前，法国

“部分失业”的人数高达900万，政府为此提供

了大约240亿欧元的补贴。

赤字警报

60%，这是欧盟规定的债务占GDP比例

的上线；90%，是公认的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

比的警戒线。从115%这个数字来看，法国有

点危险。

伴随着债务的攀升，赤字问题也显露出

来。惠誉预计，今年法国政府赤字在其GDP中

所占比例，将由2019年的3%攀升至9.3%，远

远高于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因此决

定下调法国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IDR）

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同时确认

IDR评级为“AA”。9%这个数字也曾得到过菲

利普的确认。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一直以来都

将3%作为财政赤字的纪律标准。

没有收入的同时，政府支出还不能停，法

国的困境几乎是普适性的。在欧洲，比法国更

危险的国家比比皆是，比如意大利。惠誉将意

大利信用评级下调至“BBB-”，另一国际评级

机构标普虽然暂时将意大利信用评级维持在

BBB级，但展望为负面。该机构表示，如果政

府债务状况恶化，评级可能遭下调。

作为欧债危机的主角之一，意大利公共

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超过134%。

对于意大利的未来，惠誉预测，该国的债务将

在2020年暴增20个百分点至GDP的156%。

即便是十年保持增长的德国，现在的经

济状况也没好到哪去。德国财长肖尔茨曾表

示，2020年德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达到

4.75%，同时债务占GDP比重将达到75.25%。

而在去年，德国的债务占比已经在60%以下。

不过，虽然债务早就亮起了红灯，但这并

非欧洲各国目前的首要考虑。达曼宁重申，政

府不会通过提高税收的方式来偿还公共债

务，因为这“不利于鼓励企业、员工投资和消

费”；另外，当前情况下，经济复苏、医院投资

计划、提高护士待遇等，都需要财政支持，因

此大幅削减财政支出也不合理。

“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大家都意识

到，自上个世纪大萧条之后没有出现过这么

严重的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

长冯仲平坦言，所以现在无论是3%的财政赤

字红线，还是60%的国债红线，这些正常时期

的财政纪律都被暂时扔到了一边，各国的当

务之急还是救济、保民生。

埋下隐患

暂不考虑，并不意味着这些堆积如山的

债务就没有危险，危机的引信已被点燃。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扈大威坦言，整体来

看，公共债务越来越高是发达国家的普遍趋

势。美国、欧盟、日本等，现在的经济几乎都处

于反常的状态，通过央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人为地压低偿债成本，以此来维持经济。

“这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即量化宽松，央

行大量买入债券，这就会造成价格上升、利率

下降，这是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的，

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就变成了负利率。零利

率或者负利率意味着没有收益，但像银行、保

险等机构投资国债如果没有收益，后续就会

比较麻烦。”扈大威表示。

“现在美日欧等国都是咬牙硬挺着，先把

疫情扛过去”，扈大威进一步指出，但后续就

会债务如山，2008年金融危机时，财政还可以

救银行，但现在政府本来就没多少钱，还要来

救济企业和民众，基本的手段就是印钱，但时

间一长就可能会引发恶性通胀。

不富裕的财政，一边要印钱，另一边也要

尽力去借钱。冯仲平指出，意大利、法国等国

要抗击疫情必须要财政花钱，开支很大，按照

正常程序国家没有这么多预算，只能放开让

各个国家去借钱，但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国家

能不能在国际市场上借到钱。

在欧盟内部，50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是

目前的争议焦点。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

统马克龙是力挺者，而节俭四国奥地利、丹

麦、瑞典、荷兰是主要反对者。复苏基金即通

过欧盟委员会发债的方式帮助受疫情影响最

严重的成员国，如意大利。

争议的焦点在于接受资金援助的国家未

来不需要还款，但债券却是以所有成员国的

名义共同发行的。这种风险共担的财政一体

化措施，几乎约等于由欧盟内部的富裕国家

向较贫穷的国家提供资金。出钱还要担风险，

对于奥地利们而言，自然难以接受。

冯仲平分析称，关于这个复苏基金，法

国、德国一直在协调立场，其实默克尔的立场

直到上周都没有改变，可能怕国内的民粹主

义反对。但现在默克尔的态度变了，可能是意

识到，如果再不出手，欧元区可能要出问题，

这样德国也会自身难保。马克龙其实一开始

提出的是1万亿欧元，后来打了个折，成了

5000亿欧元，法国也一直在给德国做工作。所

以现在是法国和德国统一了阵线。

冯仲平进一步表示，“‘节俭四国’是比较

坚决反对的，不过，我感觉很快会在欧盟提出

这个方案，复苏基金最后可能还是会通过，这

四个国家的反对也是政治上反对一下，南部

国家和北部国家历来就有债务方面的分歧”。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钱从哪来？”冯仲平

坦言，因为比较穷的国家是不需要还这个债

的，欧盟现在正在讨论2021-2027年的预算

框架，可能会要求这些国家增加预算，此前欧

盟要求各国交的会费大概是GDP的1%左右。

此外，还有英国“脱欧”之后留下的窟窿由谁

来填补的问题。整体来看，围绕着预算、债务

都将是欧盟内部一场大的博弈，从5月到12

月，会一直讨论这个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在经济压力越发凸显的现状之下，即

便是短短的6天，日本也已经等不及了。5月

25日傍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记者会上

宣布，解除东京都、北海道、■玉县、千叶

县、神奈川县等5个都道县的紧急状态。至

此，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全部被解除紧

急状态。满打满算下来，日本从封城到解封

不过短短49天，而在酝酿解封的同时，第

二份刺激计划也已在路上，究其原因，或许

仍逃不出去一个“钱”字。

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在宣言解

除后，将力争避免密闭、密集、密切接触的

“三密”状况出现，并将戴口罩等“新生活方

式”固定下来。而为支援社会经济活动的全

面恢复，政府将把面向地方政府的临时交

付金等措施写进2020年度第二次补充预

算案，并争取让其在本届国会通过。

据了解，日本政府一般将“最近1周新

增感染者在每10万人口约0.5人以下”作为

解除紧急状态的标准之一，同时也将结合

医疗、检测体制情况等进行综合判断。但上

述5个都道县的情况则多少有些不同，例如

24日北海道的这一数值为0.76，且连续两

天恶化，距离标准的0.5以下尚有一段距

离。而在22日，北海道这一数值曾降至0.59

人，距离标准指标仅一步之遥。也是因为这

种反弹，外界一度盛传北海道25日解封的

希望可能会落空。

从时间轴上来看，日本在封城和解封

之间，只维持了短短49天。4月7日，安倍首

次宣布东京都等7个都府县进入紧急状态，

4月16日，日本将紧急事态范围扩大至全

国。5月4日，鉴于疫情尚未缓解，紧急状态

被延长至5月31日。但在5月14日和5月21

日，日本政府先后取消了39个县和关西3

府县的紧急状态，剩下5个都道县维持紧急

状态至今。

疫情的缓解确实是促使日本作出解封

决策的关键原因。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

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4日21时，日本当日

新增确诊病例42例，累计确诊16611例。日

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也提到，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显著下降。但在疫情之外，还有其

他因素也一同推着日本作出解封决策，比

如经济压力。

上周五，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还提

到：“日本经济正处于极其严重的状态，我

们需要尽快摆脱这种局面。”也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本周一，日本经济新闻再次透露消

息称，日本政府正考虑一项100万亿日元

的新刺激经济计划，包括向受疫情冲击的

企业提供援助。而在上个月，日本刚刚编制

了一项创纪录规模的1.1万亿美元经济刺

激方案，主要为向家庭派发现金，并为受到

疫情重创的小型企业提供贷款。

日本内阁府5月18日发表的初步统计

结果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日

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扣除物价因素

后环比下降0.9%，按年率计算降幅为

3.4%。至此，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下降，

理论上来说已经陷入技术性衰退。日生基

础研究所预测，二季度日本经济降幅按年

率计算可能在20%以上，超过金融危机后

2009年一季度17.8%的二战后最大降幅。

去年末的增值税上调本就抑制内需，

今年疫情的突袭再次让日本内需雪上加

霜。数据显示，一季度，内需下滑依然是拖

累日本经济陷入负增长的主要原因，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为负0.7个百分点。由于人们

减少外出，占日本经济比重1/2以上的个人

消费环比下降0.7%。此外，外需也成了拖

累日本经济的一大要素。由于疫情蔓延导

致全球需求低迷、访日外国人大幅下降，日

本一季度出口环比下降6%，与此同时，进

口环比下降4.9%，进出口相抵的净出口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0.2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

季风称，从整体上看，日本的疫情是往好的

方向发展的，这个信号很清楚，但在经济方

面，日本可以说是非常危险了。首先这次疫

情对世界经济的打击都是前所未有的，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0年日本

GDP将下滑5.2%，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战

后最低值，而且最后的实际情况可能会比

这个数字还要低。要知道，一方面，日本从

2018年下半年就进入了战后第16次经济

循环的下行期，2019年四季度日本经济萎

缩7.1%，按理说基本上就已经到底了，

2020年一季度本该稍微有所缓解，特别是

奥运会的拉动，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切都

没有了，又来了一个“怪物”，所以才预测，

2020年二季度日本GDP有可能下降21%。

值得注意的是，日生基础研究所首席

经济学家矢岛康次还提到，疫情对日本经

济社会的影响将更加严重，预计年底失业

人数将达到100万人。而多年统计分析已

经证明，失业率与自杀人数成正比，将引发

严重社会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印度政府允许停飞大约两个月的国内

客运航班25日起恢复。多个邦政府持保留意

见，限制先期航班数量或规定入境辖区的旅

客必须隔离。

印度民航部长哈迪普·辛格·普里24日

晚在社交媒体写道：“就恢复国内民用航空

运营，与多个邦政府艰苦磋商一整天。安得

拉邦5月26日起恢复，西孟加拉邦5月28日起

恢复，其他地区25日起恢复。”

印度民航部同时宣布，往返印度的国际

客运航班定于8月前恢复。

就国内民航复飞，印度机场管理局发布

规范。乘客必须戴口罩，提前2小时抵达机场，

所乘航班起飞前4小时才可进入航站楼，须接

受热像仪测温、行李消毒。14岁以上乘客必须

下载手机应用程序（App）“健康桥”，这款

App用于追踪新冠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路透社报道，几家印度航空运营商准备

恢复大约1/3的客运服务。

为防控疫情，印度政府3月下旬起全国

“封城”，要求民众居家，铁路、航空客运和各

邦之间的客运汽车暂停。“封城令”几经延

期，目前到5月31日结束。铁路客运5月12日

起恢复首都新德里与15座城市之间的往返

列车。按照疫情严重程度，各地区正分阶段

逐步复工。

印度卫生部2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

新冠确诊病例累计13.1万余例，过去24小时

新增6767例；死亡病例累计3867例，新增

147例。全印医学科学院主管兰迪普·古莱里

亚本月早些时候说，印度新冠疫情可能在

6-7月达到峰期。 据新华社

25日，在印度新德里机场，乘客排队等候进入大厅。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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