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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1年德国经济再次出现滑坡，给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当头一棒，执政党和在野党围绕经济

形势相互攻击，一般大众对此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作者认为，2001年德国经济滑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

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天灾、“德国病”和政策错误共同造成的，不应就此否定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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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创下了统一

以来的新纪录。于是红绿联盟热烈欢呼，认为施罗德

的“新中派”经济政策开始生效，进而在2001年初便预

言当年的经济能增长2．8％。然而好景苦短，仅过了一

年，经济增长便出现了大幅度下滑，2001年国内生产总

值只增长了0．6％，是统一以来的第二个最低增长率，

在欧盟内也排倒数第二，仅比芬兰的0．4％略高一些。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均大幅度下滑：个人消费仅

增长1．4％；一向强劲增长的设备投资和出口也呈下滑

之势，基本建设总投资原定增长3％，实际回落了

4．1％，其中设备投资原定增长7％，实际回落了3．4％，

建筑投资原定减少0．5％，实际下降了5．7％；出口原定

增长8．5％，实际仅增长了5．1％；而仅库存下降一项就

使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0．6％。就连被红绿联盟当作

“重中之重”的就业问题也无大起色：就业人数只增加

了5．5万人，远远低于预定增长的48万人。全年失业

率为9．4％(东部17．5％，西部7．4％)，仅比去年下降

了0．2个百分点。年度财政赤字竟从上一年的1．2％

上升到2．6％。⋯于是从芸芸众生到经济专家到政坛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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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无不议论纷纷，特别因为今年是大选年，更使这场争‘

论不断激化，带上了严重的党派政治色彩。在朝者不

惜摇唇鼓舌美化自己，在野者则大肆舞文弄墨攻击对

手，弄得全国上下莫衷一是。作为一个德国党派政治

的旁观者似乎应该对此说上几句超脱的话，以飨同样

超脱的读者。这便是撰写本文的初衷。

一、“人算不如天算”

笔者曾于去年在本刊发表过两篇探讨德国经济发

展的文章，着重介绍了德国经济的“德国病”以及施罗

德医治“德国病”的“药方”。说句公道话，论“药方”之

全，计算之精，魄力之大，在德国历史上堪称“稀有的罕

见”，于是便有了前年经济复苏的佳音。但“药方”中偏

偏缺了“天算”这一非正常的外部条件，而滑坡也恰恰

主要由此而来。导致德国经济滑坡的“天算”因素主要

有以下四个方面：

1．美国经济在持续爬坡100多个月后开始滑坡，

而且拖了一大串发达国家、门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下

水，其中当然包括德国。根据德国“专家委员会”的词

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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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统计，美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个百分点，从

而造成德属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1个百分点。【2】这

是因为，美国经济对西欧经济，尤其是德国经济影响本

来就很大。而此次美国经济滑坡主要是因为采取提息

来抑制经济过热，从而引发股市下挫，以致需求不足而

造威的。因此金融市场、直接投资、企业联合会和心理

因素这几个传输渠遘盼作用就十分突出，而正是在这

些方面欧渐，尤其是德国受美国的制约更甚。

2．发生在美国的“9·ll”事件给本来已不景气的美

国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特别是动摇了工

业界裙消费者的信心。美国为了应对此次事件决定降

息450个基本点，在2011年前减免税收13500亿美元，

并提出了400亿美元的应急计划。【3】然而此类货币政

策的刺激至少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示出其

效果，因此今年人们在表达对美国经济抱有复苏信心

的同时也都难以掩饰自己的不安和担心。“9·11”事件

对德国经济造成的直接瓤间接损失同样也十分巨大。9

月之前德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为13．9％，9月就急剧

下降到5．7％；【41事件之后的第一个周一，德国股指

D虹暴跌3％，自1998年10月以来首次跌破4000点大

关；【5】事件发生的当月，德匿的机票预定数量减少了7

个百分点，去往北美航线的营业额锐减30％。M】汉莎航

空公司的股票一度下跌了25％，每周损失1亿马克。【7】

3．石油价格上涨。战后世界两大经济危机都是由

于石油价格暴涨而引起的，2001年人们又经历了一次

石油价格上涨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德国作为世界

石油和能源进口大国自然也无法幸免。当年石油价格

一度飙升至每桶36．2美元，与正常价值梧比，上涨了

俯％左右，给德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据

统计，石油价格只要涨到每搦25美元以上就会使德国

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3．0．4％。【8J

4．从英国开始肆虐的疯牛病和口蹄疫几乎席卷了

整个西欧，造成德国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其中猪肉上

涨14．2％，禽肉12％，肉类和肉制品9％，水果11．7％，

食品价格整体上涨了6．4％，【9】因而拉动了德国整个消

费价格和通胀率的上扬，达到1．8％，为1994年以来的

最高点。L19J

当然，可以列入“天算”的还有其它原因，如2001

年要比上一年少2个工作日以及统计方法有更动等

等，但主要的可以归纳成以上4点。它们的确对2001

年的德国经济滑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使人们迸一

步看到，黼订各类计划都要留有充分的余地，但同时也

告诉人们不能因为“天算”冲击了“人算”就全盘否定了

“人算”的成绩。

=、“矗自瘸”病臂产■，短期治愈无望

看来“天灾”确是事实，各方也都不否认，争论大的

是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是否正确，也就是说是

否有“人祸”。在这一方面各派相互攻讦，你打我的痛

处，我揭你的伤疤。其实，拿两党自德国统一十多年以

来在对德国经济病况的诊断、采取的治疗措施和达到

的效果来看，人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思路大同小

异，效果半斤八两，但后来者(现在是社会民党)要稍强

一些。这首先是因为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两大党之

间韵政纲发生了明显的趋同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前车之覆必然会成为后车之鉴，而在相互之间的批评

和反批评中各方者除找到不少合理的内核。其实，振
兴德国经济的真正关键不是相互攻击，不是自我洗唰。

而是平静地共同来分析“德国病”，找到治疗“德国病”

的正确“药方”。德国统一以来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

盟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联盟)执政8年，社民党执政3年

半。应该说，他们在治疗“德国病”上都倾注了很大的

精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都很有限，原因之一是

“德国病”病情严重，短期难以治愈；原因之二是都受到

各种因素(包括党派政治)的制约。

关于“德国病”病情的严重状况，笔者在去年本刊

第2期登载的《德国经济与(德国病>》一文中已作了较

为详尽的阐述。这里再从实际治疗过程中，特别是

2001年的经济滑坡中发现的问题来加以分析。

1．德国经济抗感染的能力很弱，特别是抗美国经

济衰退感染的能力很弱。所以人们才说：“美国经济一

感冒，德国经济就要打喷嚏”。令人费解的是，反过来

却不然。美国经济的繁荣却拉动不了多少德国经济。

对这种“损则共，荣则离”的奇特现象人们就不得不到

“德国病”中去寻找原因了。

2．治疗效果小，病情好转慢。这尤其反映在东部

地区经济振兴和失业问题上。统一以来历届德国政府

都对振兴东部地区经济作了一次又一次的许诺，西部

地区也以年均约1600亿马克的数额(相当于德国国内

生产总值的6％)向东部地区输血，但东部经济始终不

见起色。经济增长低于西部，失业率是西部的两倍，甚

至两倍以上，工资在人为地拔高一段以后目前已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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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状态，拉平还不知要到何日，“同工不同酬”至今未

能消除，甚至78％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

了，【ll】这样“二等公民”感自然依旧存在；科尔吹嘘的只

需九牛取一毛就能迅速使东部经济振兴的名言已经成

了笑柄，而红绿联盟决定把向东部地区的输血推迟到

2019年同样表现了他们对整治东部经济的无奈。今天

有84％的德国人认为工作岗位问题是当前德国的首要

问题，【12】这是因为德国的最高失业人数一直在400万

以上的高位浮动，成了治疗德国经济中最为棘手的问

题。科尔曾雄心勃勃地扬言要迅速将失业人数减少一

半，结果败下阵来；施罗德上台后，一面使出浑身解数，

一面压低下降指标，希望双管齐下，获得圆满的结果，

结果也是收效甚微。2001年全年失业人数为385

万，【13】2002年1月竟然达到430万，[14】远远高出全年

预定的360万人。更令人寒心的是各方都认为今年德

国的全年平均失业人数还将上升，要超过400万。于

是当权者不得不将联邦劳动署的头头雅各达解职示

众，其继任者格尔斯特便大声疾呼，要进行激进的

改革。

3．好转经不起反复。这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德国的

财政赤字上。1998年德国的财政赤字为778亿马克。

经过努力，1999年的财政赤字降至550亿马克，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1．4％。2000年由于拍卖通用移动通讯系

统(I麟)专用许可，额外收入994亿马克，不仅消除
了财政赤字，而且有了509亿马克的盈余。如果扣除

这一一次性收入则仍有485亿马克的赤字，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1．2％。【15】本来预计2001年赤字为700亿马

克。2002年412亿马克，2005年100亿马克，2006年则

全部消除。由于前两年的成功给了人们充分的信心，

不少人都深信这一目标可以达到，有的人甚至已经在

憧憬2006年无赤字的美好日子了。然而2001年的财

政赤字却给了人们当头一棒，高达538．7亿欧元，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2．6％，超过了联盟党执政最后一年的

2．1％，接近马约规定的界限3％，从而引起欧盟的关

注，差一点因违反了德国人自己力主的《稳定与增长公

约》而受到“蓝信(Blauer Brief)警告”。【16】

4．“德国病”的病根是社会福利支出过大，这一病

根不铲除德国经济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但这却涉

及芸芸众生的切身利益。削减会遇到阻力，慢增长也

会丧失选民。解决这一难题既要有勇也要有谋，突变

是万万不可取的，渐变也要假以充分的时日。

事实说明，德国经济病得很重，而重病理应不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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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积极地、慢慢地调养方是上策。短时期内的大幅度

跃进自然也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新中派”经济政策中的失误

德国经济2001年滑坡尽管有客观原因，而且是很

重要的客观原因，但决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将一切罪过

和错误都推给客观，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其实，失

误是明摆着的，与其掩掩盖盖，还不如大胆承认。笔者

认为，施罗德治疗“德国病”的全部药方虽然都经过深

思熟虑，并从科尔的药方中得到很多启发和借鉴，但仍

然显示出对病症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一些药方不能对

症，一些药方用得过早、过急，一些药方实际是挖肉补

疮，再有一些药方则含有明显的副作用，突出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对治疗德国高失业采用的举措虽然很多，但切

中要害者甚少，贯彻就更不得力。众所周知，德国失业

中增长性失业仅占l／4，结构性失业却占3／4。失业大

军则主要由长期失业者、大龄失业者、低能失业者、残

疾人、妇女等组成。而德国降低失业的措施中针对结

构性失业的却显然不足，至于对上述失业大军中的主

体人员尽管均有针对性措施，但贯彻起来困难重重，因

而落实者也就寥寥。倒是青年紧急就业计划成效比较

明显，显然这就不是经济范畴内所能解释清楚的问

题了。

2．把2002年的减税计划提前一年执行显然是一

个错误的决策，这反映了施罗德等人对减税的初期成

果估计过高，且忽视了减税中的困难和后果，结果造成

税收收入的过度下降，于是在“9·1l”事件后为了加强

国内安全而需增加拨款时就不得不将烟草税提高2分

厘、保险税提高1个百分点。u7】即便如此2001年的税

收收入还是减少了4％，【18】其中乡镇税收收入下降幅

度最大，其次为州，联邦最少，这既扩大了德国的财政

赤字，又加深了联邦同州及乡镇的矛盾。

3．施罗德重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建设，采

取了许多推动和促进措施。尤其是大大减免了它们的

税赋，减税总额达到231亿马克，去年8月又决定进一

步减免中产阶层3亿马克税收。但对企业，特别是对

大企业面临的众多新困难关心不够，更缺乏有效的举

措，因而使49600家企业失去支付能力，比2000年高出

1／6，公司破产达3．24家，高出16％。【19】根据德国工商

大会的统计，每天中产阶层中由于无支付能力而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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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岗位高达1500个。大企业更出现了一个“破产

潮”，其中以建筑业最为突出，例如德国第二大建筑康

采恩集团霍尔茨曼公司1999年就险些遭到破产，2001

年又再次亏损2．4亿欧元，不得不考虑提出无支付能

力申请。(20】

4．忽略了联邦、州和乡镇之间财政上的协调，致使

各州和乡镇的财政赤字增加了3倍，其中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在处理通用移动通信系统收益上的不公，因为

只有联邦得益，各州和地方却因要交纳巨额的折旧费

而大大加重了财务负担，【2l】从而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

满，于是要求制定“国家稳定公约”的呼声日见高涨。

而所请r‘国家稳定公约”原本是由科尔政权时的财长魏

格尔提出的，而施罗德和艾歇尔又一次跨过党派的鸿

沟，将其拿来为己所用。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今年3

月达成了协议，规定2∞3和2004年联邦的财政赤字每

年要比2002年减少0．5％，州和乡镇的支出每年至多

增长1个百分点；从2004年开始联邦和社会福利保险

的债务只能占全部债务的45％，而州和乡镇的债务也

不能超出55％。【22】显然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但这一

结果却十分发人深思，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联邦与

州和乡镇之间的妥协，而是两大党之间的妥协，在大选

之年能达成如此之妥协实属不易，这又是一个两党政

策趋同、并能进行合作的范例。

减少了18．5％，仅高于卢森堡；减少了匿家机关工作人

员。使其比例只占全体工作人员的12．3％，低于美国的

14．6％；逐步减少了联邦的净贷款额，1998年为289亿

欧元，1999年为261亿欧元，2000年为238亿欧元，

2001年为229亿欧元；物价稳定，从1998年到2001年

年均只增长了1．4％；拟定的一系列建设知识经济，特

另Ⅱ是建设信息(通信)产业(IT或IKT)的计划都已付诸

实施，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2000年增长9％，2001年

增长也近5％。到2001年德国全部学校和一半居民都

开通了因特网‘，67％的人有了手机，电子商务的营业额

已达200亿欧元，歹乎欧洲各国之首。到2001年11月已

向非欧盟成员国的1．04万名IT专家发放了绿卡。【2纠

大量事实说明，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从总

体上看是可行的，因而也是正确的。这一点既得到了

德国“五贤人”的肯定，也得到了欧盟的首肯。否则也

就无法解释2000年经济发展好势头的现实，更难论证

2002年经济发展好势头的预测。另一方面也要看到，

施罗德经济政策的失误也受到“天算”的影响，而在某

些领域又反过来减少了“天算”的损失；更需要指出的

是，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实际上包容了社民党

传统的需求导向经济政策和联盟党传统的供给导向经

济政策，包容了联盟党的许多合理的做法。因此从联

盟党的角度来说，全盘否定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

策势必也就否定了自己，至少是部分否定了自己。

世。竺、旃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是不应被 五、今、明两年的展望
否定的 一’。一””’～“一

以上不难看出，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在执

行中确有失误，但成果依然是明显的，自然也是不应该

被否定的。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创统一以来的最

高纪录；就业人数增加了110万，每个愿意培训的青年

都能获得培训岗位，青年的失业率降至8．7％，仅高于

瑞士和奥地利；财敢收入增加了300亿欧元；子女津贴

从112欧元提高到154欧元，一个4口之家每年仅此一

项便可增加收入近98；4欧元；减免个人税收150亿欧

元，年收入3万欧元的职工减税额1999年为598欧元，

2000年为1113欧元，猢1年为1488欧元，2002年为
1854欧元；经常项目收支克服了近几年来的逆差，于

2001年首次达到平衡；扩大了奖学金的发放范围，使

45万个青年据此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温室气体排放

对德国经济今、明两年的发展笔者同意很多专家

的估计和预测，持谨慎的乐观态度。这是基于以下的

理由：

1．美国经济有了好转的迹象，尤其明显地表现在

财政和货币政策上的强劲搏动上，这肯定会对德国经

济的好转带来福音。考虑到经济的滞后影响，德国经

济的复苏将会呈现前低后高的形势。事实上德国经济

也确实已经显示出复苏的初步迹象；

2．因疯牛病和口蹄疫引起的食品价格上涨也已回

落。这对抑制通货膨胀、增强消费会有重大的意义；

3．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美国纨斯达克技术

股的下跌和lT产业的暂时低潮并不能否认信息技术

对提高生产率的巨大作用，而只能说明人们对其的期

望值过高。德国近年来在这一领域的加大投入必然会

得到相应的回报，它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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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与地区：从2001年德国经济的发展看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

的发动机；

4．2001年经济的新滑坡给各方敲响了警钟，使各

方进一步认清了“德国病”的严重性，也进一步看清了

德国现行经济政策的正确与错误，这有利于德国今后

的经济改革。

预测是自然的，有一定根据的预测是重要的，但预

测同结果是不可簏等同的，预测者所能寄予的希望只

能是尽量缩小这种不等同性。预测的这种不确定性主

要产生于众多的变数和意外因素。在预测今年的经济

发展时各方人士都显得异常谨慎，因为不确定因素和

不利因素也还为数不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概括

为四大风险，即不少国家的赤字过高，美元汇价过高，

美国储蓄率偏低，日本经济持续恶化。而反恐战争则

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石油和能源价格的上涨。【24】对德国

经济的预测当然也要考虑到这些因素。所幸的是，石

油和能源价格在上涨了一段时间后如今又开始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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