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毅夫：

世界经济
二次探底风险犹存

据新华社电 世行高级副行长、首

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日表示，虽然目前

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并未发生，但风险

一直存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问

题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但到了后期，问

题则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部门。在发达

国家，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和高失业率，

并由此导致消费和投资需求相对不足，

经济下滑压力增大。

林毅夫说，目前发达国家大多采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促进经济

复苏。但继续采用刺激政策也使政府面

临两难局面：一方面会增加政府财政负

担，威胁经济安全；另一方面，如果现在

退出刺激政策，可能会导致需求下滑、失

业率上升。因此，对于世界经济“二次探

底”的风险，不可掉以轻心。

李稻葵：

世界经济
近期内不会二次探底

近日，在清华大学EMBA第八届毕业

论坛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

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

葵教授针对未来5到10年国际经济形势

发表个人观点时表示，整个经济形势没有

出现风云突变，国际上的形势虽然没有危

机前那么好，但是也不至于出现二次探底

的情形，经济发展速度可能慢一点，但总

会有亮点，未来10年应该会有很多的商机

和潜力。

李稻葵认为，未来5到10年，国际形

势将会出现格局性的重大变化，一是发

达国家不可避免地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之

内将进入一个低速发展时期。但他不认

为发达国家近期内会出现二次探底，这

场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相比性质完

全不同，“这场金融危机本质上讲是世界

上最富有的国家的后院起火”。

他认为，最富有的国家仍然控制

着国际货币的发行权，通过扩大国际

货币的发行，可以把几乎所有金融领

域短期问题扫入央行资产负债表，从

好的方面来讲，这样一种做法会避免

二次探底。

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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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出境游市场上，基本上看不

到金融海啸的阴霾。”昨日，刚刚开完总结

会的史军显得很兴奋。“1～8月份，我们接

待的出境旅游团较 2009 年同期增长了

50%。”史军坦言，从现在的出境游市场上

丝毫看不到两年前金融危机的影子。迈出

国门看世界的中国游客多了，也让更多的

旅游目的地国家看到了中国旅游客源地市

场的潜力。在省城一家旅行社工作的导游

张英还向记者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经常

带出境团的她发现，在日本、韩国乃至欧美

国家的旅游购物店里，出现了越来越多说

一口流利中国话的店员。“中国游客购物能

力强、人民币又一直坚挺，当然会受到这些

旅游目的地国家欢迎。”张英分析。

据悉，今年1～7月份，我省接待入境

旅游者99.33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3.33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76%和39.60%。

旅游业：出境游上涨了50%

美国终裁对中国产无缝钢管征收高额双反关税
美国商务部13日做出终裁，决定对中国产无缝钢管征收13.66%至53.65%的反补贴关税，及48.99%至98.74%的反倾销关税。无缝钢管主

要用于自来水、石化、石油产品以及天然气等工业输送管道系统。200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无缝钢管总价值约1.82亿美元。

据《环球时报》报道 2008 年 9 月 15

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如果你是

一位经济学家，你会给金融危机两年来的

各种角色如何打分？

美国表现“及格”，中国得高分

英俄德等国媒体近日都开始点评各

国在危机中的表现。英国《独立报》分析

说，英国可能成为受金融海啸打击最严重

的国家。“俄罗斯还未摆脱金融危机”是俄

各大媒体的主流声音。相反，德国人却把

本国的表现形容为“超人德国”。

清华大学两位权威经济学家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也分别给各国在金融危机中

的表现打了分。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

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认为，美国可以得

60分，欧盟50分，日本70分，中国85分。

而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

春给出的结果是，美国65分，欧盟60分，

日本65分，中国70分。

美国走出危机要等到2013年？

在给世界几大经济体打分时，两位

专家像国外媒体一样，给中国都打了比

较高的分数。但何茂春认为，在长达两

年的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地位提升还不

够，没有买到更多的国外先进技术和企

业，也没有买到便宜的铁矿石和石油。

他担心，世界经济一旦复苏，中国可能又

会陷入某种孤立，事实上，美国已开始向

中国发威，通过黄海军演等手段围堵中

国。而如果经济危机持续，美国断不敢

对中国如此嚣张。

美国到底还要多少时间走出金融危机

阴影？哈佛大学历史系兼商学院教授奈尔·
弗格森认为，美国人花了43个月才彻底走

出1929年的金融危机，而这次或许要更长

的时间。弗格森认为，估计要等到2013年，

美国才真正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两周年

安徽经济恢复得如何？

两年前的今天，即2008年9

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

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此事件标志着全球金融危机爆

发，经济萧条，带来大批失业者；

导致一些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先

后下台以及一些国家濒临破产。

两周年过去了，安徽经济的

元气恢复得如何？本报记者分

散到各个领域，从GDP、工业、进

出口、旅游等领域，了解最新的

动态。

记者 沈娟娟 宛月琴

樊立慧 董艳芬

“今年以来，工业用电量大增”，省电力

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的“电表”就相

当于经济发展状况的“温度计”，从用电上

可以窥见企业开工足不足、效益好不好。

他给出了一连串的数字：2010年1～7

月份，我省全社会用电量达到615.44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了16.79%，其中工业用电

为449.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42%。“用

电量的回升，用最为直接的‘语言’折射出

了我省工业经济的逐步‘回暖’。”

资料显示，2009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经济运行良好，全年累计实现增加值

3987.92亿元，同比增长22.6%，增幅居中部

第一、全国第三。而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累计实现增加值达到2443.76亿

元，同比增长26.3%。

工业：电表背后透视经济“趋稳回升”

两年复苏像是长征“祸首”美国仍是霸主

金融危机两年，谁逃得最快？

“从回落到谷底再到回升，这样的运

行轨迹表明我省经济已度过受国际金融

危机影响最困难的时期。”省统计局相关

负责人用“企稳回升”来形容我省经历金

融海啸“大考”后的经济运行情况。

据悉，受金融危机影响，我省GDP增

幅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逐季回落，由上半

年的14.2%，回落到前三季度的13.4%，再

进一步回落到全年的12.7%；2009年一季

度到达本轮经济周期谷底，上半年和前三

季度增幅逐步回升到11.8%和12.9%。

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我省共实现

GDP总量10052.9亿元，成为第14个“万亿

大省”，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2.9%。但是，GDP总量只是一方面，经济

运行质量也能反映出我省的经济状况。

今年上半年，全省GDP达到5537.2亿

元，增长了15.4%，不仅增幅高于全国，而

且据省经济中心预测处提供的资料显示，

这一数据创下了近15年来同期新高。

GDP：增速创15年同期新高

“没有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

水平，国际市场的需求仍然不旺。”昨天，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安徽华安进出口公司

总经理黄光明表示，金融危机过去两周年

了，进出口作为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比较严

重的重灾区，似乎元气还没有恢复。“市场

慢慢回暖，订单也在增加，但欧洲市场还

是不太平稳，订单很多是试探性的。”安徽

华文国际经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鲍

传萍认为，市场恢复还是需要时间。

来自合肥海关的数据显示，2010 年

1～7月安徽省外贸进出口总值129.5亿美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同）增长57.6%。

全省外贸进出口、进口、出口增幅分别高

于全国平均增幅 16.7、37.4 和 2.4 个百分

点。7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0.5亿美

元，增长52.8%。其中出口11.3亿美元，增

长46.9%，创下今年以来单月出口最高值。

进出口：回不到危机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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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火烧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