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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意愿强烈

据德国之声网站报道，欧盟及其成员国于近日举行
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第四次视频峰会。

会上，各国领导人同意尽快建立规模足够庞大的
“恢复基金”，以应对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欧盟委员
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该基金的规模将是“上万亿欧元
级”，并将与欧盟2021年至2027年长期预算挂钩，但具
体数目尚未确定。

“疫情来袭，失业大军、贫富悬殊加剧等阴影笼罩
着欧洲国家，大规模的‘恢复基金’是必要的。”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王朔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指出。路透社的调查显示，欧元区2020年经济增长预
计将萎缩5.4%，这将是自1999年欧元推出以来最糟糕的
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更糟，认为萎缩幅
度将达7.5%。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各成员国领
导人均认为设立“恢复基金”是一项“必要而紧迫”的
任务。

“目前，各成员国已投入了一定财力来保证经济运行，
欧洲央行也出台了资产购买计划避免银行破产。但随着疫
情发展，相关的救助与刺激措施需不断加码。”王朔指出。

据欧洲理事会网站消息，峰会签署了本月初由欧盟
成员国财长会议制定的一项总额达5400亿欧元的救助计
划。该计划将于 6月启动，旨在保护劳动者和个体商户
免受失业冲击，扶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王
朔认为，这5400亿欧元起到的作用是救急，而上万亿欧
元的“恢复基金”则是着眼于未来，其作用不仅是修复
危机损伤，还要刺激经济，增强韧性，引导欧盟各国经
济向绿色和数字化方向转型。

欧委会表示，为了筹集这些资金将创新融资方式，
且很有可能提议突破欧盟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原
有上限。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尽管各国就设立“恢复

基金”达成共识，但该基金的规模、来源与资金性质等
一直是欧盟各成员国争论不休的焦点。

后续谈判艰难

“恢复基金”是赠款还是贷款，欧盟各国众说纷纭。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意大利总理孔特表示，

“‘恢复基金’的规模应为 1.5 万亿欧元，并向欧盟各
国政府提供赠款，以阻止各国经济走向崩溃，从而威胁
到欧盟共同市场。”同样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西班牙对此
表示支持。

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欧盟不应只向受疫情影响最
严重的地区和部门提供贷款，还应进行一定的捐赠拨
款。“如果欧洲通过举债向其他国家提供贷款，那不是
我们需要的应对措施”，他表示，这将使意大利、比利
时和希腊等本已负债累累的国家背负更多债务。彭博社
引述欧盟外交官备忘录称，法国提议设立一个基金，发
行欧盟共同债券。

德国之声网站分析称，欧洲共同债券旨在由欧元
国家共同在资本市场借债，互分募集的资金，并共同
偿还这些债务及其利息。财力雄厚的国家须支付比现
在更高的利率，财力不足的国家则减少利息负担。一
旦有国家丧失支付能力，其余国家将不得不替其偿还
债务和利息。

“一些南欧国家信用较差，债务水平高，发债成本
较低，联合发债当然是他们愿意看到的。而信用较好、
相对富裕的北欧国家则不愿帮南欧国家承担债务。”王
朔分析认为，本次会议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债务是否共
担，这也是欧盟内部一直存在的裂痕。

瑞士资讯网站援引一名布鲁塞尔高官的话称，在这
项议题上，欧盟各国共识难寻。这次疫情令2008年金融
危机的伤疤再度揭开，欧洲南北国家又陷入对立。

据法新社报道，欧盟各国领袖在 4 小时的会议后，
同意责成欧委会于5月6日之前提出2021年至2027年的

预算提案，包括设立该“恢复基金”。王朔指出，针对
该“恢复基金”的后续相关谈判将十分艰难。

团结才能向前

“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主要是使需求与供给脱
节。”王朔分析指出，疫情期间的隔离、封城等措施
使有效需求不足。即使此时帮助企业贷款，鼓励企
业开工，所生产的产品也只能堆在仓库，无法成为
有效供给。在疫情缓解之前，刺激经济的措施效用
有限。因此，该“恢复基金”更多是为疫情后的经
济复苏做准备。

王朔认为，欧盟各国现在需要做的是保持团结。
《金融时报》 评论称，欧元区诸国需要彼此扶持，进一
步捍卫他们珍视的欧洲一体化。数次峰会以来，欧盟及
成员国不断加码，推出更大规模的救助和刺激措施，也
彰显了大家逐渐凝聚共识的过程。

据法新社报道，一位参与此次峰会的欧盟高级外
交官指出，“我们正逐步向某种形式的共同债券靠
近。这些债券或将由欧委会发行，而不是由成员国共
同发行。”

王朔指出，由欧委会等第三方机构发行债券的折中
方案或将成为可能。

据英国《卫报》报道，欧洲专家日前发出警告，若
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继续存在，新冠肺炎疫情将比英
国“脱欧”、难民涌入和 2008年金融危机等情况更具破
坏性。意大利总理孔特表示，“如果我们不抓住机会，
为欧洲注入新的生命，欧盟瓦解的风险或将增加。”

“欧盟作为一个特殊的整体，越有危险就越有动力
让大家团结向前走。”王朔分析指出，也许方案不能让
所有成员国满意，但合作必不可少。如何协调欧盟整体
和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是一大难题，尤其是怎样弥合欧
盟内部分歧，怎样协调老成员国与新成员国之间、南北
欧之间的矛盾至关重要。

4月22日，阿根廷政府正式向债权人提交债务重组方
案，寻求通过减免债务并延长期限等措施避免债务违约。
阿政府日前公布了这份662.38亿美元的债务重组方案，主
要内容包括减免36亿美元债务本金、减免379亿美元债务
利息、给予偿还债务3年宽限期等。

阿根廷再次违约

4月19日，阿根廷经济部长古斯曼对媒体表示，阿根
廷处在“事实违约”状态，目前无力偿还债务，所以提
出全面的债务重组。4 月 17 日，阿政府向阿根廷主权债
券债权人提出债务置换方案。古斯曼当日指出，在给私
人债券持有人的提案中，政府已经寻求本金和利息扣除
的最佳组合，未来3年内，阿根廷不会偿还任何债务。

据英为财情网站信息，4月26日，阿根廷四年期国债
收益率已经超过47%，2018年以来，美元兑阿根廷比索汇
率已经从1：19.535蹿升到1：66以上。

东吴证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就汇率、股票、国债、
疫情、外债占比、财政赤字以及外储覆盖指标进行综合风
险评分，阿根廷名列第一。

与周期密切相关

新兴市场国家的违约历史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出口急跌、资本外

流，随之而来的就是 1998 年的俄罗斯债券违约和 2001 年
的阿根廷债券违约。

1998年8月，在原油价格下跌和国内长期财政赤字的
影响下，俄罗斯政府将卢布贬值，并宣布债券违约，暂停
向外国债权人支付还款。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中央银行发
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大意为：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兑
美元的汇率浮动区间将从5.3至7.1卢布兑1美元扩大为6.0
至 9.5 卢布兑 1 美元。俄罗斯以卢布为本位的债务将被重
组，以避免大规模的俄罗斯银行违约。

2001年11月，阿根廷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外债，决定实
施债务重组，违约债务高达 950亿美元。此前一年，阿根
廷外债总额达 1462 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外汇收入的 4.7
倍。随后，阿政府抛出仅相当于欠债25%-35%的面值发行

新债来偿还旧债的债务重组方案，每1美元面值赔偿投资
者约 30 美分。阿根廷经济由此陷入大萧条，比索大幅贬
值，最高时竟达75%。

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各国普遍实施“财政赤字，负
债增长”。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其到期的
外债本息，引发了全球性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1982年
底，整个拉美地区的外债余额超过3000亿美元。

多国货币大幅贬值

受疫情影响，在 3月中旬的美元流动性恐慌中，新兴
市场国家遭受了股、债、汇三杀，新兴市场主权债务违约
概率也大幅上升，主要原因是国际资本大幅流出新兴市
场，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1月21日以后，已经有近
1000亿美元的国际资金流出了新兴市场投资组合，幅度和
速度超过了2008年、2013年和2015年。

国际金融协会表示，全球债务负担将在2020年急剧上
升，将比 2008 年金融危机初期多出 87 万亿美元。截至
2019年底，全球债务占GDP的比重为322％，比2008年金
融危机爆发时高40个百分点。目前，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
债务已经超过 5.3 万亿美元。除中国外，外汇债务占新兴
市场国家除金融部门以外债务的20%。

光大证券研究报告显示，此轮危机中商品货币贬值幅度较
大。从货币贬值幅度来看，1月14日至4月17日，本币兑美元
汇率贬值幅度较大的地区有：南非 （-25.1%）、巴西

（-22.6%）、墨西哥 （-21.8%）、俄罗斯 （-18.8%）、土耳其
（-16.1%）、印尼（-11.3%），其中跌幅靠前的多是商品货币。

光大研报认为，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局部风险已经
暴露。疫情冲击了新兴市场的基本面，但是由于新兴市场
普遍加强了汇率弹性和金融监管，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
机的系统性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不能排除部分过
度依赖于国际资本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资本退潮时遭
遇较大压力，阿根廷部分外债已经处于违约状态，南非的
主权债务评级最近被下调，土耳其、巴西、俄罗斯、印尼
等也将面临不小压力。

截至2020年4月9日，已经有超过90个地区向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申请了紧急贷款。G20也同意在今年暂停低收
入国家偿还双边政府贷款。

最近，某些美国政客屡屡就
新冠肺炎疫情“甩锅”给中国及
世界卫生组织，澳大利亚政府火
速递上一份“投名状”。据外媒报
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日前声
称，支持就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
早期的应对情况展开独立调查，
并游说德国、法国、新西兰等国

“入伙”。紧接着，澳外长佩恩发
表署名文章，扬言澳将在“国际
调查”中发挥领导作用。

面对世卫组织多次称赞中国应
对疫情有力有效、公开透明，面对
国际社会纷纷斥责美国不负责任的

“甩锅”行径，面对众多国家不断
呼吁团结合作，某些澳政客却逆流
而行，欲意借疫情“出头”在国际
舞台上博眼球。图什么？明眼人都
知道，澳大利亚图的还是那套老掉
牙的“好处”——

转移矛盾，推卸抗疫不力之
责。疫情发生之后，澳大利亚民
众对于莫里森政府“缺乏领导能
力”的指责此起彼伏。数据显
示，受疫情影响，仅在3月中旬到
4 月上旬之间，全澳就有 78 万人
失业，今年的 GDP 也很可能大幅
萎缩。经济、就业遭遇的巨大冲
击，让澳民众的不满有增无减。
更有甚者，澳大利亚山火连烧数
月，“烧”掉了不少民众对莫里森
政府的支持率。而今，焦头烂额
的莫里森政府急需找个“出气
口”，转移国内民众的怒气。于是
故伎重演，又拿中国做起了文章。

讨 好 美 国 ， 欲 当 地 区 “ 小
霸”。近年来，某些澳政客唯美国
马首是瞻，痴迷于做美国的“马
仔”，在国际舆论场中不断抹黑中
国，在南海问题上无端挑衅中
国，就南太问题肆意污名化中
国。这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动
作”，既源于某些澳政客根深蒂固
的意识形态偏见、无法正视中国
发展的不安全感，也暴露出其谋
求地区战略优势的野心。这次，
眼见美国“甩锅”招致广泛批
评，某些澳政客坐不住了，赤膊
上阵，“救场”表忠心，也趁机刷
一把所谓的“领导力”、存在感。

可悲的是，尽管他们吆喝得
很是卖力，声称要为“世界更加安全”而牵头“独立调
查”，现实却很残酷——法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
一点没给面子，很快不约而同地表示，当务之急是团结
一致应对疫情，而非进行所谓的国际调查。“打脸”来得
如此之快，不知这些澳政客作何感想？！

在全球疫情扩散蔓延的紧要关头，团结一致应对疫
情才是对本国人民负责、对人类负责。这些澳政客应该
明白这个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与其为了一己私利，泼
脏水、搅浑水，大搞政治操弄，不如踏踏实实开展国际
合作、控制好本国疫情，多做些对自己的人民和全球有
利的事情。唯其如此，才是澳政府该有的担当，也才能
真正赢得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孰轻孰重，还望这些澳政客掂量清楚！

疫情强烈冲击新兴市场国家
杨 宁

疫情强烈冲击新兴市场国家
杨 宁

视频峰会同意设立“恢复基金”促经济复苏

欧盟向合作抗疫迈出一大步
杨 宁 尹 琛

据路透社报道，近
日，欧盟及其成员国领
导人举行视频会议。会
议 同 意 设 立 “ 恢 复 基
金”促进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的经济复苏，但
未 就 该 基 金 的 资 金 规
模、来源和分配方式等
细则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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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4月23日，在德国南部
小镇巴特赖兴哈尔的一处德奥边境
检查站，警察检查途经车辆。

左图：4 月 23 日，位于德国
南部小镇巴伐利亚格迈因的一处
德奥边境过境点被关闭。

凯文·福格特摄 （新华社发）

德奥边境继续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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