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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气”叠加干旱 德国制造业苦撑

Focus
聚焦

国际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套路与筹码

玻璃行业受冲击

8月13日，据德国玻璃协会表示，如果

俄罗斯停止天然气供应，玻璃行业每家工

厂将面临5000万欧元的损失。而玻璃产业

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熔化玻璃的熔炉需

得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一旦冷却，就会导

致生产设施损坏。这也意味着，一旦作为能

源的天然气停止供应，整个工厂必须停止

运营并承担损失。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海■表

示，作为化石能源里面相对清洁的天然气

能源是玻璃行业用能的主要能源，玻璃行

业耗能比较高，德国在保证民生用天然气

和号召民用节能措施的情况下，工业用天

然气就更会受到缺气的影响。玻璃行业类

似于钢铁行业，通常设备机组是连续运转

的，除非“冷修”时期设备才会停工，所以说

天然气的供应是否顺畅，对于玻璃行业来

说影响是比较大的。

不仅如此，玻璃的停产意味着将同时

中断欧洲食品、制药、医疗、汽车、太阳能和

建筑行业的供应链。而在某些特殊品类上，

欧洲的停产甚至意味着下游产品在全球的

短缺，疫苗玻璃瓶就很可能再次短缺。

肖特公司是中硼硅玻璃的寡头制造

商，而中硼玻璃和高硼玻璃被广泛用于制

药业，作为药品、疫苗的容器，在全球疫苗

玻璃瓶的市占率可达到50%，其与日本

NEG公司和美国康宁公司共占到全球疫苗

药瓶90%左右的市场份额。而肖特全球最

大的生产基地就在德国美因茨。

波及整个制造业

不光是天然气紧缺，持续高温天气也

可能使航运停摆，这也将严重影响水路

运输。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2日，位于莱

茵河中段德国考布镇附近河段的水位已经

降至约40厘米的临界点，并在当天晚上进

一步降至38厘米。由于未来几天不会有大

规模降雨，预计下周该河段水位还将继续

下降，严重影响德国水路运输。

德国约有4%的货物依靠包括莱茵河

在内的水路运输。在欧盟对俄制裁导致俄

罗斯减少对德国能源供应的背景下，德国

政府开始动用封存的煤电产能，以期弥补

能源缺口。作为煤炭运输的大动脉，莱茵河

尤为重要。如果考布镇附近河段的水位在

跌破40厘米的临界点后进一步下降，那么

德国的工业中心地带将陷入困境，能源危

机将加剧。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经济

研究室副研究员杨成玉分析，能源是德国

制造业的最重要成本之一，大约占到德国

制造业成本的30%-40%，能源短缺必然会

引发价格上涨，最终威胁到德国整个制造

业。不仅是玻璃行业，还有传统的机械包括

汽车，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能源短缺导

致通货膨胀上涨，进一步延伸到制造业，抬

高制造业成本，威胁到经济竞争力，这是一

个长期性的趋势。”

无奈的挣扎

同为欧盟成员国的匈牙利与德国是两

种光景。8月13日，匈牙利外交部一名官员

表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已通过

土耳其溪天燃气管道增加对匈牙利天然气

供应。

面对多重因素加剧的能源危机，德国

是否也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这种回旋的

空间非常小。”杨成玉给出了几乎否定的答

案，“匈牙利是一个边缘化的国家，它虽然

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但在欧盟里也发表过

反对的声音。德国是欧盟核心国家，如果因

天然气短缺而缓和对俄罗斯的制裁，对整

个欧盟的决策将是颠覆性的。”

德国也只能不断出台严格的节能措

施。据新华社报道，德国政府官员12日说，

鉴于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大幅减少，政

府将出台节能新举措，以期减少消费量，

争取平稳过冬。按新措施要求，公共设施

供暖温度不得超过19摄氏度；除非在医院

或看护机构，建筑物走廊和大厅、私人泳

池不应供暖；关闭建筑物和纪念碑的装饰

照明；每晚10时至次日凌晨6时关闭电子

广告牌。

杨成玉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也

表示，在多重压力下，德国能应对的空间有

限，“德国重启煤电，继续运营原定在年底

关停的几个核电站，进行可再生能源转型，

从美国东部、南非进口液化天然气，做了很

多事情，但能源短缺的问题是个长期趋势，

不仅是德国，甚至整个欧洲”。

祁海■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可再

生能源暂时不能担负起重任的情况下，

也许煤炭资源再用是比较务实的动作。

德国乃至欧洲虽然也在加大和加快光

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进

程，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新能源装机扩大

需要传统能源的同步支持，面对夏季用电

和冬季采暖对于能源的客观需求，重启煤

电看似也是无奈之举，在现实的生存问题

面前，欧洲给自己和世界制定的碳中和规

则也要让步了”。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袁泽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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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导致天然气短缺，澳大利亚欲减少LNG对外出口，持续高

温致多条河段水位下降至20多年最低。一系列的能源危机，使得德国制

造业损失加大，甚至面临停产的可能。

国际经济专家表示，能源短缺导致通货膨胀上涨，进一步延伸到制

造业，抬高制造业成本，威胁到经济竞争力，这是一个长期性的趋势。德

国重启煤炭和核能资源利用，不断出台更加严格的节能措施，在当下也

只能是杯水车薪的无奈之举。

名不副实的削减通胀

具体来看，《通胀削减法案》包括收入项

和支出项，收入项包括对年收入10亿美元以

上企业设定最低税率、处方药价改革、强化国

税局税收执法以及引入股票回购税，其中，仅

征收企业税一项就有望增收3130亿美元；支

出项则包括创纪录的369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

候变化，640亿美元用于降低处方药的价格，

同时降低约3000亿美元的联邦赤字。

此前，该法案在参议院表决中，民主党人

凭着副总统、参议院议长哈里斯的关键一票，

以51票赞成、50票反对的结果促成法案通过，

可谓“涉险过关”。持反对态度的共和党人认

为，该法案名为削减通胀法案，但在实际削减

通胀方面“起不到任何作用”，该法案增税的

内容反而将推高价格。

《通胀削减法案》很可能是名不副实。“法

案本身不是为了应对通胀而设计的，而是由

于在当前高通胀的环境下，以削减通胀的名

义，更容易在国会两党获批通过。”中国社会

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马伟说。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

员柯静也分析认为，从这个法案的核心内容

来看，只看到投资和社会支出以及不确定的

税收等来源，很难直接联系到削减通胀。

意在中期选举

马伟进一步表示，《通胀削减法案》实际

上是拜登没有完成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很

小的一部分，为了让民主党能够在中期选举

前取得较好的立法议程推进的成果，给选民

一个交待，做了比较大的妥协。

拜登上任之初，就连续提出了多个万亿

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就包括总规模接

近2万亿美元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该法案

主要可分为两大块，一是规模5550亿美元的

包括清洁能源在内的气候项目，另一块则是

11950亿美元的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在内的

社会支出项目。不过，由于规模过于庞大，多

方利益难以得到平衡，这一法案在民主党内

部都没能得到足够的支持。“重建美好未来”

的理想最终只能被搁置。

因此，本次《通胀削减法案》的象征意义

或许大于实际意义，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大于

经济方面的影响。“该法案不一定能对2024年

拜登的连任产生直接影响，但对于民主党在

中期选举前取得民众的支持，能起到一定效

果。”马伟说。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将改选众议院、

部分参议员以及部分州长等。自2020年大

选失去总统位置和国会控制权后，共和党

人誓言至少要在今年选举中夺回国会一院，

而民主党人则要力保两院不失。此外，中期

选举还是一次对现任政府的执政“小考”，甚

至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2024年总统选举的

风向标。

柯静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当中，

民主党人可供选民审视的成绩乏善可陈，可

供发挥的余地实在有限。因此，哪怕用一个名

不副实的“削减通胀”的名义，毕竟削减医疗

成本和推动清洁能源的投资，能够帮助稳住

一部分民主党的票仓。

通胀迎来峰值？

虽然《通胀削减法案》可能名不副实，但

美国持续多月高企的通胀似乎已经见顶。

当地时间8月10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CPI同比升8.5%，较上月

9.1%的增幅有所回落，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8.7%，为2021年2月以来首次低于预期；环比

同上月持平，创2020年5月以来新低。剔除食

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同比升5.9%，环比

升0.3%，与上月相较，同样出现较大回落。

美国银行的经济学家在数据出炉后的一

份报告中写到，对美国经济和市场而言，7月

的CPI数据“令人松一口气”。该行的利率策略

师MeghanSwiber也表示：“我们可能已经看

到了通胀的峰值。”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表示，自去

年以来，美国通过连续大幅加息缩表的措施，

使通货膨胀得到了明显的遏制，美国7月CPI

和PPI都低于市场普遍预期，通胀见顶的迹象

已经出现，未来美联储继续加息的力度和频

次都有可能下降。“《通胀削减法案》虽然受到

质疑，但对于缓解通货膨胀还是能起到一定

作用的。”柏文喜说。

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的美国8月消费者

信心指数初值录得55.1，显著高于7月的51.5

和市场预期的52.5，该指数是反映消费者对美

国经济信心强弱的重要指标，也是预测消费

者开支的先行指标。分析称，消费者信心指数

中，几乎所有组成部分都有所改善，但高收入

消费者目前的个人财务状况以及耐用品的购

买条件都出现了大幅下降。

马伟表示，从7月数据来看，美国的通胀

有见顶的趋势，但是，通胀向低位回归，还需

要很漫长的过程。尤其是7月通胀增速放缓，

主要是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下降，这两项

的波动是比较大的。核心通胀的数据仍然处

于高位，因此即使已经见顶，通胀还是有可能

长期保持在高位。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袁泽睿

《通胀削减法案》在美国参众两院“涉险过关”。美东时间8月12日，美国众议院以220票赞成、207票反对的投

票结果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此前该法案已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下一步将由美国总统拜登签字正式生效。此法案

有望降低约3000亿美元的联邦赤字。

不过，有专家指出，该法案名不副实，从内容来看很难直接联系到削减通货膨胀，更像是拜登未完成的《重建

美好未来法案》的缩小版。尽管法案起到的作用存疑，但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的作用下，美国通胀或许已经见顶。

德国莱茵河水位下降。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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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削减法案》收入项和支出项

支出

支出

支出

收入

企业税

3130亿美元

应对气候变化

3690亿美元

降低处方药价格

640亿美元

降低联邦赤字

3000亿美元
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预期8.7%）

同比

8.5%

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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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

1.3%
前值

1.3%

（预期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