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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 日 ，德 国 确 认 其 第 二 季 度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创 下

逾 一 年 来 最 快 ，英 国 的 经 济 增 长 幅 度 也 修 正 至 和 德 国 看 齐

的 水 准 。 这 两 大 区 域 经 济“ 火 车 头”正 加 速 前 进 的 信 号 引 得

一 片“ 欧 洲 复 苏 ”的 叫 好 声 。 但 是 ，欧 洲 许 多 主 要 国 家 如 意

大 利、西 班 牙 及 荷 兰 等 仍 笼 罩 在 衰 退 阴 影 下，危 机 见 底 言 之

尚 早。

随 着 近 期 欧 洲 经 济 复 苏 迹 象 增 强 以 及 美 联 储 释 放 可 能

开 始 收 缩 宽 松 规 模 的 信 号 ，投 资 者 对 英 国 央 行 和 欧 洲 央 行

收 紧 货 币 政 策 的 预 期 也 开 始 抬 头 。 不 过 ，欧 洲 央 行 货 币 政

策 委 员 会 近 日 表 示，该 行 一 段 时 期 内 不 会 采 取 加 息 行 动。

美国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最新发布

的周度报告显示，在截至 8 月 28 日的一周内，其监测的

欧洲股基吸引了约 13 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使得 7 月初

以来的资金净流入累计规模约为 130 亿美元，并创下自

2006 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长“吸金”周期。而就在上周，

EPFR 监测的新兴市场股基和债基出现规模近 60 亿美

元的资金净流出，美国股基和债基同样出现较大规模的

资金“失血”情况。

在新兴经济体遭受资本流出之痛的同时，过去几年

一直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欧元区却出人意料地出现持续

改观的迹象，这似乎给欧洲市场的投资者带来了希望。

据记者了解，第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

增长 0.3%，不仅结束了连续 6 个季度的环比萎缩，增幅

也高于市场预期。同期，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了

0.7%。在经历了漫长的低迷之后，欧元区似乎看见了经

济复苏的曙光。

但 可 以 就 此 断 定 欧 洲 已 经 起 死 回 生 了 ？ 没那么

简单！

就因为经济持续低迷，每年在西班牙布尼奥尔镇举

行的“扔番茄大战”也要破例买“门票”了。据外媒报道，

在欧洲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布尼奥尔镇已是“囊中

羞涩”。为此，原本可免费参加的“扔番茄大战”今年首

次向参与者收取入场费。

面临结构性失衡、政治不稳等诸多问题的欧元区要

想持续复苏并最终焕发活力，仍有一段艰苦的路。

欧洲“预见”复苏

“近期，新兴市场股市暴跌，印度卢比大幅贬值，而华

人首富李嘉诚将广州房产直接套现 30 亿元，根据统计资

料，李嘉诚旗下约半数的公司资产已转移至欧洲，3 年累

计海外并购额高达 1445 亿港元。”深圳市摩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伟斌告诉《中国贸易报》记者，种种迹象

显示，敏锐的投资者已经开始撤离新兴市场，重返欧洲。

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覆盖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继续在扩张线上方增长，

创下两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不久前，德国、英国和法国

披露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也印证了业界的判断。其中，

作为欧元区“火车头”，扣除价格、季节和日历因素，德国

以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上涨 0.7%的幅度位列欧元区

第一。

不少专家都认为，德国经济增长显著加快，足以带

动大半个欧洲走出衰退。

“如今，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欧洲经济的前景趋

于乐观，最新的大行数据也表明欧元区已经渡过了最艰

难时期，或许真正复苏还需要一段时间，但目前的迹象

说明了一个未来趋势。”李伟斌说。

危机见底尚早

但经济复苏并不容易。很重要的一个疑问就是，德国

真有那么强劲的“马力”，能够“拉动”整个欧洲经济前行吗？

要知道，与德法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欧债危机

的重灾区南欧，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国还在

经济萎缩的泥潭中苦苦挣扎。其中，希腊以第二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4.6%排在了欧元区末尾，这已经是希

腊经济连续第 20 个季度承受衰退厄运。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表示，欧洲经济现

在还难言企稳，尤其是欧盟将在 9 月份面临债务集中到

期的风险——除了希腊外，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这几

个高负债国家都将在 9 月迎来债务到期的挑战。其中，

仅葡萄牙在当月就有 970 亿欧元债务到期，而目前获得

的 780 亿欧元的救助贷款显然无法覆盖这一风险。

“希腊依旧有 100 亿欧元的债务缺口，而前两次的救

助已经让德国民众对默克尔有所怀疑。正值德国大选

之际，希腊债务问题很可能再度将欧洲推向危机边缘。”

白朋鸣分析指出。

此外，尽管近期欧洲股基被监测到连续数周的资金净

流入，但多数分析人士认为，欧洲实体经济状况和美联储

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仍不支持这一资金流向特征的持续。

延续宽松政策

如此看来，欧洲经济复苏之路崎岖不平，投资者尚

难对欧洲完全放心。

而事实证明，在欧洲央行无限托市的承诺支撑下，

笼罩着欧元区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才有所缓解。如今，

这场债务危机给欧洲经济带来的深层次破坏还在持续

显现，所以欧洲央行只能选择继续“死扛”。

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近日表示，该行一段时期

内不会采取加息行动。英国央行行长卡尼此前也称，若

英镑继续升值，该行将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以保护脆

弱的经济复苏势头。

据白朋鸣分析，虽然说德国正面临着通胀抬头的风

险，但很可能会受制于整体形势而继续保持货币政策宽

松。“总体来说，欧盟在短期内不仅不会收紧货币流动

性，反而极有可能采取更宽松的政策。”

此外，白朋鸣表示，近期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利好，

尤其是就业数据好于预期，而且这一预期正在被市场不

断强化；同时，叙利亚问题引发的战争担忧正在逐渐消

散。总体来说，这预示着美联储将会在 9 月份开始小规

模缩减 QE 规模。但是，缩减 QE 规模这一预期对市场

的影响是难以预料的，因为并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

鉴。这可能会带动其他经济体如日本、欧洲结束长时间

以来的宽松政策。但更有可能的是，这将加剧市场预

期，从而加速美元回流，而欧洲为了维持来之不易的经

济复苏，很可能会被迫扩大宽松规模。

李伟斌也判断，欧洲央行继续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

概率较大。他指出，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之前明确表

示，鉴于欧元区经济复苏前景暗淡，该行退出刺激政策

仍前路漫漫。未来，该行将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立

场，并对采取进一步宽松措施持开放态度。德拉吉强

调，降息和提供流动性这两项措施对欧元区而言尤其重

要，欧洲央行将在必要时继续为欧元区银行提供无限制

流动性，这项措施至少会持续到 2014 年 7 月。

不过，李伟斌认为，一直以来，中国是欧盟在全球最

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欧盟连续 8 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

伙伴，是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即使在欧债危机蔓

延、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欧投资合作仍逆市

而上并稳步发展，而欧元区经济复苏会有利于中欧进一

步加强合作。

欧洲经济正复苏 危机之伤难痊愈

■ 本报记者 徐 淼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从美国“一美元商店”的高人气

获得启发，欧元区的消费品生产商、零售商和餐厅发现了这一价

格点的魅力，纷纷向想要省钱的购物者推出价格为一欧元的商

品。联合利华、达能集团、星巴克和麦当劳最近几个月都力推一

欧元商品，刺激处于深度衰退之中的消费市场。

报道指出，一欧元的价格成了响应欧元区危机的一个重要

工具。生产商们正缩减现有产品的规格，以符合这个价格，餐厅

和超市则将商品打折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洞察消费者需求的

咨询公司 Futures Co.的全球客户主管伯德特表示，在欧洲，一欧

元现在是一个有魔力的价格点。

继英国之后，“一欧元店”的概念通过德国进入了欧元区，德

国有几家连锁店专门销售一欧元商品。其中一家领先者为德国

专营玩具产品的大卖场 TEDi GmbH。该公司创建于 2004 年，每

年开设约 150 家门店。TEDi 如今在德国有 1300 多家门店，并开

始向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扩张。

据报道，消费者都发现了购买廉价商品的好处。受此影响，消费

品制造商也越来越喜欢为这种商店制造价格便宜的产品。这一趋势

也与欧洲更广泛的缩小包装尺寸的趋势相吻合。联合利华已推出一

系列小包装产品，其中一些产品定价在一欧元，这一举措利用了该公

司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取得的经验。缩小包装尺寸要比提高产品售价

容易的多，与包装尺寸相比，消费者对他们最终支付的价格更为敏

感。此外，餐馆和咖啡馆也加入这一潮流。星巴克在今年春季推出

了“小”曲奇、牛角面包和甜点，售价均为一欧元。在西班牙、意大利和

德国，麦当劳推出了会经常调整的一欧元产品系列。

“一欧元”商店风行 商家缩小产品尺寸
■ 李 娜

当地时间 9 月 7 日至 11 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 125 届全

体会议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本次大会的焦点

之一就是将投票选出 2020 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为此，马

德里、东京、伊斯坦布尔这三座候选城市的代表团将在大会首日

分别进行 45 分钟的陈述报告。对于笼罩在经济危机阴影中的西

班牙来说，该国政府迫切希望能够通过申奥成功为自己正名，更

为本国的经济危机划上一个句号。

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西班牙政府一再强调他们已经走出

了经济危机的阴影，并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例如，快速增长

的贸易出口额、创纪录的外国入境游客数量。然而，经济复苏进

程缓慢，还有一直保持在 20%以上的失业率数据依然不能让人乐

观。对此，西班牙王储费利佩表示，成功申办一届奥运会将有助

于重振民众信心。而据马德里市政府预测，举办奥运会将会为

西班牙创造 20 万个中短期工作岗位。

据西班牙申奥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布兰科介绍，马德里

申办 2020 年奥运会的计划秉承了节俭办奥运的风格，预计投

入 1.9 亿美元进行奥运设施建设。布兰科表示，马德里的一大

优势在于已经具备 80%的奥运设施，例如高速公路、机场、部分

体育场馆等。

9 月 7 日陈述当天，西班牙王储夫妇及西班牙首相均将现身

布宜诺斯艾利斯见证该国申奥结果。这已经是继 2012 年、2016

年，马德里连续申办的第三届奥运会了。作为欧洲大国中唯一

没有举办过奥运会的首都城市，西班牙各方都表示非常希望

2020 年奥运会最后能够落户“斗牛士之都”。

西班牙期盼成功申奥缓解压力

宰客事件频曝光
欧洲消费看账单

■ 赵 岩

■ 李 宇

欧洲人正经历很多改变，也许其中之一就是：养成消费前先看账单的新习惯。

如果 2012 年的欧洲关键词是“危机”，2013 年除了“复苏”，屡屡进入媒体视野的可能

还有一个小插曲：宰客。

日前，几名游客在威尼斯点了 4 杯咖啡和 1 杯小酒，结账时吃惊地发现要付 130

美元，细细看来，除了咖啡和酒水，还按人头被收了 8 美元的音乐费。这则消息经《英

国每日电讯报》等媒体曝光，并因为新奇瞬间登上了主流媒体的版面。

英国路透社带着少许玩笑的口吻，郑重提醒去往威尼斯的游客：消费前请看细

则，谨防宰客。

中国读者可能奇怪，8 美元能闹上国际？游客消费前怎么不问价呢？

传统的欧洲消费市场都是以规范著称，欧洲人哪怕不是在自己的祖国，对这类

日常消费也没有先问价、后消费的习惯。

而欧洲近期宰客事件频频曝光，先是有游客在罗马的西班牙广场吃冰激凌被罚

款 650 欧元，稍晚又有 4 位英国游客在意大利首都罗马要了 4 只冰激凌，被告知要付

84 美元。当事人对媒体说，接过冰激凌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说谢谢，以此表示英国

式的愤怒。可他们如果听说过日本游客的遭遇也许就会庆幸，两位日本游客在罗马

一家披萨店吃了一餐，被收了 910 美元。

欧洲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宰客只是变化季的一小片叶子。在漫长的 6 年中，欧

洲人经历了政府的过度举债、欧元面临崩溃、福利无以为继等一系列挑战。近期的

经济数据显示，最差的时间可能过去了，经济终于迎来了触底反弹，虽然增幅只有

0.3%，但实现了走向复苏的第一步。

欧盟委员会也预计，2013 年，欧盟 27 个成员国将在第四季度走出衰退，经济增速

2014 年预计达 1.4%，而欧元区 17 国的经济扩张速度预计达到 1.2%。即使是外界熟

知的欧洲后进生，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也可能在 2013 年摆脱衰退进入复苏，西

班牙预计 2014 年增速达到 0.9%。

另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是欧洲政府 10 年期公债的利率，西班牙和意大利曾经达到

7%，这被认为是承受临界线，目前已经回调到 4.5%，而曾经高达两位数的爱尔兰公债

利率目前则低于 4%。同时，资金从新兴市场地区回撤进入欧洲的迹象正越来越明显。

但是，欧洲的复苏绝对是脆弱的，政府仍需漫长的时间来重建繁荣，有资本大方

挥霍的好日子无论对欧洲人还是

欧洲都一去不复返了。

宰客这个小而又小的社会事

件折射出的是一个危机后的新欧

洲，在这里，复苏的机遇和重创后

的困难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