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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记者切身感受到全球经济复苏的“冷”与“暖”

经济危机是否渐行渐远

去年底做年终总

结时，不少人还乐观地

认为，如果说 2009 年是

危机应对的关键之年，那么

2010 年将是“后危机时代”策

略调整、寻求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之年。

然而今年，各国复苏步伐

不一，政策制定者们面临新的难

题。新华社记者们在过去一年

里，切身感受到了不同地域的

“冷”与“暖”。

据新华社报道

2010年，谁也不曾想到，当肇始于美国的

金融危机行将结束之际，一场主权债务危机会

在欧洲爆发。对欧盟来说，过去一年有太

多坏消息。从年初的希腊到年底的爱

尔兰，主权债务危机就如同一颗毒

瘤，在欧元区边缘国家不断扩

散。虽然“崩溃论”言过其

实，但欧元确实面临

1999 年诞生以来

最 严 峻 的 挑

战。

过去一年对欧盟来说也是变革的一年。为应对

危机，欧盟史无前例地推出了成员国救助机

制，并立足长远启动了经济治理改革，试图通

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加深经济融合，根除欧元

区的体制顽疾。作为金融危机的“后遗症”，

这场主权债务危机尚未升级为经济危机，欧

盟经济复苏步伐迄今没有停止，甚至快于

预期，但这无法让我们对前景充满乐观。

由于各国紧缩财政，欧盟经济复

苏之路险情重重。欧盟要想彻底走出

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恐怕还需要几

年时间。

欧盟：经济复苏步伐迄今没有停止

与2009年结束“自由落体

式”下滑相比，2010年的美国经

济显得不那么惊心动魄。一年

来，美国经济决策者们建章立制，

忙于制度修复，失业、赤字等字眼

儿频频在媒体曝光，而“不确定性”

则是美国经济全年的关键词。

用美国财长盖特纳的话说，第一

季度美国经济复苏“强劲得超出预

期”。但夏季来临后，美国经济形势突

然逆转，舆论开始为经济会否二次探

底担忧。8月底，美联储主

席伯南克开始暗

示 将 推 出

新 一 轮

量 化

宽

松货币政策，投资者敏锐捕捉到美

元贬值预期。之后，国际金融市场风起

云涌。

11月初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体现了

民意转向，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执

政者苦无解决失业问题的良策，奥巴马

经济团队不少成员挂冠而去。美联储推

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引发全球热

议。临近岁末，奥巴马欲再以减税为经

济寻求动力。

2010年美国经济算是走上了复苏

轨道，但新经济增长点并未清晰呈现。

立法改革实施、新一届国会、美联储货币

政策等诸多不确定性，宛如笼罩经济前

景的迷雾。人们期待在新一年中求解

答案。
2010年，俄罗斯通过连续降息、重点扶持、

提高补助、刺激就业、扩大基建投资和政府采

购、推动经济转型等措施，拉动了生产和内

需。加上国际油价攀升，经济总体呈现

出复苏态势。

不过，俄罗斯经济全年走势前高后

低。目前俄官方已将全年经济增长预

期从4％下调至3.8％。

下半年俄罗斯物价上涨明显

加速，全年通胀率预计将超过8％，

明年形势将依然严峻。

俄明年的经济情况一要看油

价，二要看欧元区债务危机和经济

复苏情况。俄政府本身则受制

于通胀和财政赤字压力，决策

空间不大。

去年年底，许多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都预测2010

年拉美经济增长速度在2.5％至3％之间，而联合国拉加经

委会最新的预测值是6％左右，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上世纪90年代，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曾遭受严

重的金融危机打击，之后这些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将债务规模控

制在合理水平，并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监控和管理，这使得2009年的金融危

机在拉美没有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此外，今年以来美元贬值和全球流动性

泛滥推高了农产品、金属和石油等初级原材料价格，拉美国家出口收入因此大幅

增加。

当然，拉美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也不少。但总体来说，去年的金融危机是对拉美国

家经济结构调整成果的检验，拉美交出了令人比较满意的答卷。目前该地区具备了社会稳

定、宏观经济健康和资源储备丰富等诸多发展优势，有望进入新一轮的长增长周期。

美国：“不确定性”成经济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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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抱团取暖”
后危机时代元气大增

驻内罗毕记者王雅楠

就经济发展而言，2010年属于亚洲。当世界

其他地区仍疲于应对危机时，亚洲经济已实现Ｖ型强

势反弹，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这一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强劲，始终表现抢

眼。第一季度，在内需增强和外部环境改善的背景下，东

亚十大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10.8％，超过金融危机

爆发前最高水平。虽然第二季度起，外部环境变差

和经济刺激政策逐步撤出削弱了需求，但亚洲地

区出口、零售和工业生产增长仍处在高位，第三

季度东亚十大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达

8.2％。亚洲开发银行12月预计，亚洲发

展中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长率为

8.6％。

然而，目前美国经济仍未摆

脱困境，欧元区经济可否持续

复苏尚难确定，因此亚洲

经 济 的 外 部 环 境 堪

忧。亚行预计，亚洲发

展中经济体2011年

经济发展步伐

将放缓，增长率

为7.3％。

全球经济今年的走势多少出

乎大家的预料。第一季度，希腊债

务危机引发国际社会对欧元区边

缘国家财政状况的担忧。与此同

时，美国和亚洲经济则显得动力

十足。第二季度，随着欧洲

7500亿欧元稳定基金出台，市

场对欧债危机的担忧逐渐平

复，而美国经济的快速反弹

却似乎告一段落。

到了第三季度，发

达国家经济普遍遇冷，一

些新兴经济体则出现

过热苗头。第四季

度，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带来的宏

观政策矛盾暴露无遗，美国推出第

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由此引发

的美元贬值预期、资本流动等问题

困扰着新兴经济体。而中国、印

度、韩国、澳大利亚等则选择收紧

银根。全球经济一半是火焰，一半

是海水。

展望未来，欧债危机前景如

何，新兴经济体通胀能否控制，全球

宏观政策如何协调，这些都是未知

数。国际社会仍需同舟共济、共克

时艰，以确保全球经济实现可持续

复苏。

非洲经济脆弱、底子薄。但由

于外部债务日趋减少、通胀走低、外

汇增加，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全球经济

低迷的大背景下，经济表现可圈可点。

“细水长流”让非洲国家在危机中

得以幸存，而“抱团取暖”更让非洲经济

在后危机时代元气大增。

然而，基础设施落后仍是非洲吸引

外资最大的硬伤，发展资金捉襟见肘、

外部援助力度疲软更让非洲国家无法实

现其一揽子发展宏图。明年，撒哈拉以南

非洲约有17国迎来选举之年，各国能否保持

政局稳定，也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只能

期待非洲国家能绕开明礁暗流，

让近两年的经济“微笑

曲线”扬得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