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第5期总第103期

改革德国经济的十项措施

[德]罗兰德·贝格尔

殷叙彝译

内容提要：两德重新纯一后．西德经济的10个结构上的弱点是造成德国经井区值在增长和竞争

方面的劣势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些原因．作者认为应访把资源用于教育、研究、发展、基础设施和投资，相

应地，作者提出了十项改革德国蛀济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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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各匡I经济增长名次表上，德国名列最后，在社会开支名次表上位居第一，这种情况

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且还会进一步发展。欧洲这个晟大的、曾经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已丧失了它

对欧洲和世界的火车头作用。它甚至已不再能满足本国公民对富裕生活的期望。

如果德国经济像美国经济那样增长的话，那么，今天每一个德国人就会每年多收入4500

欧元，而近10年来，我们的购买力与美国公民相比也就不会下降10％了。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德国缓慢地丧失了自己的全球竞争力，今天这个过程加快了，

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国民经济的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使用不当。我们集中力量维持现状，却未

能真正使现状得到保证。相反，我们的竞争对手却把资源用在促进创新、增长、就业和增加富

裕上。

德国重新统一的负担使我们的赤字增加，西德经济成果的4．5％被用来支援新建州，这是

事实。但是造成德国经济区位在增长和竞争方面的劣势的主要原因是西德经济在结构上的

10个弱点。

1．人为地抑制了从传统工业社会向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经济的转变。我们用国内生产总

值的1．93％来补贴落后的经济部门，而美国在这方面的支出只是o．43％。服务部门的就业一

一不管是高水平的工作还是简单劳动——所占份额很低。我们在世界高技术市场上所占份额
也很低，而传统工业生产方面的资本密集程度却很高。这些都是我国就业门槛居高不下的主

要原因。在我国，经济必须每年增长2．4％才需要新的劳动力，而美国只要增长0 5％就可以

了。

2．我们的国家支出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太高。国家承担的收入再分配太多，它

承担的企业主任务也太重。美国的国家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6％，它促进创新、增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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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富裕的潜力比德国大。

3．福利国家的费用太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1％，超过欧洲的平均值(26．6％)，而且大

大超过美国(19．9％)。其后果是纳税负担极高，尤其是社会福利保险金占毛工资的42．3％。因

此劳动要素丧失竞争力。随之产生的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结构性失业率持续提高，从那时的

0．7％增加到今天的8．5％。

4．对我们劳动市场的过分调控妨碍了就业。这种过分调控的情况甚至还在加强，尽管以

知识为基础的高技术经济和服务经济的要求与此相反——要求更多的灵活性。企业面对结构

变化和起伏不定的经济周期，不能作出灵活的反应，以使劳动关系在内容、时间、财政和合同等

方面与之适应，因此它们宁呵根本不再席用新人。与此相比，影子经济大大发展，目前已占我们

国内生产总值的16．5％，也就是3400亿欧元，在其中就业的有700万到1000万劳动人口；他

们既不纳税也不交社会保险金。
。

5．官僚机构和保护机制妨碍经济增长。在英国办理简单的创办企业手续只需要6小时，

在德国却要6星期。不仅如此，在德国要进人广大的手工业部门、自由职业和服务业，还得受行

会式职业规章约束。这些过多的管制造成高额官僚机构费用，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是很重的负

担，妨碍了有创新精神的申请人，而这些人却是未来增长的胚芽。

6．德国的独立经营者所占份额是很小的，即使在新经济的创业高峰以后也只占10．3％，

而在欧盟范围内，这一份额是14．1％。德国每一个独立经营者平均能创造三个就业岗位。如果

我们的独立经营者份额达到欧盟的平均数，就能增加将近400万个工作岗位，也就是说，我们

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了。

7．德国的敦育投资和教育制度是落后的。法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6．1％，美国将7．2％投

入教育，也就是向未来的基础投资，我们德国人却只将4．4％用在这方面。美国、法国和英国有

计划地奖励和提拔精英分子，德国却没有。德国通过双重教育制度为370种职业培养人才，但

其中只有40种是符合现实要求的，而且缺乏在信息学、生物工程和其他新的经济部门进行的

职业培训。

8．资本投放率和资本生产率太低。2001年德国人均投资是4240欧元，美国却是7680欧

元。特别是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落后得令人吃惊：德国在这方面的投资是人均1170欧元，而美

国人却是2080欧元。此外，美国的资本生产率大约是德国的两倍，因为我们这里——受由谈判

确定的工资制约——主要是为了用资本取代劳动，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投资。

9．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钱太少。我们用在这方面的支出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与此相

比，美国是2．8％，芬兰是3．4％，瑞典是3．7％。

10．德国的资本市场效率不高，对来来技术的资金供给和风险资本在德国只起次要作

用。在全世界范围的1420亿欧元资本中只有3．5％投放在德国，却有73．2％投放在美国。

德国上市企业的市场化资本在2001年底刚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5．o％，而美国是

127．4％。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大多数中间等级的固守家业的观点仍占支配地位，也起因

于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在德国，私人养老基金只能把国内生产总值的15％投入资本市场(美国

是78％)。因此，德国企业受外国企业并购的危险明显地大于它们并购外国企业的可能。

因此，德国在全球范围内下滑到中等地位的原因是明显的，而这一下滑对我们社会的富裕

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必须针对这些原因提出治疗方案。一方面，应当检验我们已经习惯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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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占有状态、行为模式、制度机构和组织模式，也耍检验政治的和经济的决策过程。另一方

面，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来支配我们的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我们不应当维护现状，而必须集

中一切手段和力量来塑造未来，也就是要把这些资源用于教育、研发、基础设施和投资。

具体建议如下：

1．改革教育制度，将教育投资从国内生产总值的4．4％提高到7％。具体措施是：加强旨

在培养阅读、计算、言语等文化能力的学前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实行教学内容的非专业化和结

构改变，使之有利于加强交往能力、国际性和新技术；推动教育机构和教育者开展能力方面的

竞争；奖励和提拔精英分子；改进和革新双重教育制度；有计划地为所有的人提供终身都能接

受继续教育的机会。要做到这几点，联邦、各州、经济界、知识界和工会必须通力合作以实现知

识方面的创新。

2．改革创新投资结构并将经费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3％，着重用于高新技术、战略性

研究、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等。因为只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创新才能为我们的富裕提供“创新租

金”，加强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竞争中的地位。在知识、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方面应当提出如下

的创新倡议：一方面必须增加创新投资，另一方面应当改善把研究成果用于发展并且使发展成

果进入市场的工作。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计算机、传真机和互联网是在欧洲发展起来

的，却在美国才转化为市场成就。

3．加速经济朝以知识为基础的高技术社会和服务社会的结构转变，目的是加强经济增

长。这首先是上述知识侣议的一个成果。其次还必须采取相应的教育措施、减轻财政负担和税

收的措施来支持创新技术企业和服务企业的创办者。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要建立部

门性和技术专门性的“集团”，也就是由知识和研究机构、各个层次的创造价值的企业、风险资

本提供者和与企业有密切联系的服务行业组成的网络。如果联邦、各州、市镇和科学界在联邦

范围实行这样的计划，就会很快产生预期的效果。这已经从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成功的

倡议得到证明，德国也有这种成功的情况。

这一方面的前三项措施要花费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6％，以下四点建议则说明如何取得

这笔经费。

4．通过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市场的自由化来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削弱国家的作用。这

些措施要涉及今天还在很大程度上届于国有的那些企业的财政、能源、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

也就是要涉及由联邦、各州和市镇所有的10万多家公共企业。结果将会是增加投资，降低供应

的价格，促进消费，并由此促进增长和就业。

5．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削减这一领域过高的开支，但同时维持

德国作为欧洲大陆上的、具有相应的社会政策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地位：即使在将来，也必

须保证为个人提供抵御生存风险的社会互助并且帮助结构变化中的失败者作为就业者融人新

的经济结构。但是需要集中力量保证基本支出，同时保留由私营保险机构提供补充支出的可能

性。国家为社会福利开支制定框架，进行管理和控制。

只有这样才能节省出未来投资所必需的国内生产总值的6％，却不致使我们的社会政策

发生那种既著名又声名狼籍的“美国状况”。与此同时，将会有很大一笔私人节约下来的流动资

金流人我们的资本市场，使它更加具有竞争力。

(下转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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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

综上所述，随着加入wTo后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结

构的深入调和科教兴围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国的政治、社会、法律环境将会更加稳定、更加成

熟，中国经将会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中国市场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的资本都会更加富有

吸引力。

同时，在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全面改善的基础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工厂”的步伐将是

非常坚实的、强健的、有力的。中国加工制造业一定能够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多方面的

综合“竞争优势”，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确立自己应有的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路平宽)

(上接第64页)

6．只要是有益的和必需的，就应允许私人出资建设和经营基础设施。由此，我们可以加速

必不可少的、符合未来需要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耍知道时间就是金钱。这样我们经济的创新

能力和生产率以及公民的生活质量就会提高得更快，而公共预算的负担却减轻了。最后，通过

竞争，基础设施所需费用降低了。起决定作用的是，每一个公民通过国家的保证能够不受歧视

地以可以接受的价格享受质量可靠的基础设施。

7．扎实的财政政策和较低的、透明度大的、公正的税率：国家退出经济活动，改革社会保

障和医疗保健制度，基础设施私有化，裁减官僚机构，所有这些措施都将大大地减轻公共预算

的负担，使减少国债和降低税率成为可能。

8．对劳动市场放松管制，使之灵活化。包括允许不受部门劳资协议的限制，使企业劳资协

议合法化，特别在德国东部更是如此。还必须制定宽松的解雇保障法，废除关于伪装独立经营

的法律，放松对有规定期限的雇员合同的限制。最后还必须促进低工资部门，包括三个方面的

措施：与各自从事的劳动的生产率相应的最低工资；削减今天妨碍接受工作的失业救济金和社

会福利补助金；为推动有关人员重新融人劳动市场并使之获益而提供公共追加收人补助。

9．裁减官僚机构和取消束缚手脚的规章。为此需要转变范式，也就是与目前的情况相反，

不是由国家承担风险后果，而是使风险责任重新私人化。

10．与迄今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给予帮助的做法相反，制定通过技术中心和增长中心来

建设德国东部的计划。首先应当彻底清理向新建各卅l提供资助方面的混乱状态。与此同时，必

须实行在联邦、东部各州和市镇之间建立适合地方强势的、以技术和某些专业部门为中心的经

济集团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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