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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火车头”失速
德国或成今年唯一萎缩的主要发达经济体

数以百计消防员28日继续
在希腊东北部与大火搏斗。借
助高温大风，这场今年夏天欧
洲致死人数最多的野火已持续
燃烧10天，至少20人丧生。

“特大火灾”

希腊政府发言人帕夫洛
斯·马里纳基斯在一场例行记
者会上说，这场野火符合希腊
关于“特大火灾”的定义。气候
危机和民防部长及其他部门高
级官员已前往灾区评估损失。

这场野火19日始于邻近土
耳其的希腊边境城市亚历山德
鲁波利斯附近，迅速在埃夫罗
斯地区蔓延，且处于失控状态。
欧洲联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
局说，野火过火面积超过7.7万
公顷，这是欧洲近年来最严重
的火灾之一。

消防部门说，474名消防
员、100辆消防车、7架消防飞机
和2架消防直升机正在灭火，其
中包括来自多个欧洲国家的支
援人员。

过去一周，希腊有21人死
于野火，其中20人死于埃夫罗
斯地区这场大火，据信是从土
耳其越境的非法移民，包括2名
儿童。希腊灾害遇难者身份鉴
定中心已启动遗骸辨认工作。

养蜂人米哈利斯·措拉基
斯现年40岁，住在埃夫罗斯地
区基尔基村。他告诉路透社记
者，自己在大火中损失350个蜂
箱。“我们原本尝试用水浇湿土

地来阻隔大火，但水被高温迅
速蒸发，”他说，“根本无法挽救
任何东西。”

火情频发

今年夏天，创纪录极端高
温席卷欧洲大陆，在希腊等国
引发大量野火。过去一周，希
腊每天发生数十起火灾，大风
和炎热干燥的夏季天气加剧火
势，阻碍消防作业。

消防部门说，消防员28日
在全国范围内应对74起野火，
其中27起是在27日晚到28日晚
的24小时内发生的。

在首都雅典西北郊帕尔尼
萨山区，一场野火燃烧数天，火
势28日明显减弱。消防部门出
动260名消防员、77辆消防车和
2架飞机。大火烧毁多座民房
并蔓延至一处国家公园。

希腊度假胜地罗得岛上月
发生野火，烧毁多家度假村和
酒店，大约2万名外国游客被
疏散。

一些野火疑似由人为纵火
造成。

希腊通常在每年5月至10
月实施野火预防法规，限制民
众户外用火相关活动。政府发
言人马里纳基斯说，今年防火
季开始以来，截至25日，消防部
门已经以火灾相关罪名逮捕
163人，其中118人涉嫌过失引
发火灾，24人涉嫌纵火。另外，
警方逮捕18人。

据新华社特稿

今夏欧洲最致命野火
在希腊已连烧十天

当地时间8月25日，德国联
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经价
格和季节调整后，德国第二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GDP）与一季度
持平，但比去年同期下滑0.2%。

专家指出，持续高企的通胀
加重了消费者负担，也抑制了消
费。由于国外需求不振，德国二
季度出口下降1.1%。为抑制通
胀而提高的利率也起到了不利
的作用。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能源危
机，德国政府花费了数十亿欧
元，这使得财政预算在今年上半
年陷入了严重赤字。根据联邦
统计局的初步数据，财政赤字增
至421亿欧元。

同一天，德国伊弗经济研究
所公布的商业景气指数显示，德
国8月商业前景进一步恶化，该
指数已经连续四个月下滑。

根据报告，德国8月商业景
气指数从7月的87.4下滑至85.7，
低于分析师预测的86.7。对当
前经济形势的评估跌至2020年
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企业预期
日益悲观。

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
门斯·菲斯特表示，德国经济尚
未走出困境。

上周，德国央行预测，德国
“低迷”的经济将在第三季度继
续停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
测，德国将成为今年唯一出现萎
缩的主要发达经济体。

能源危机未解、核心通胀难
降、工业前景黯淡——— 作为世界
第四大经济体，同时也是欧洲经
济引擎的德国，在经济停滞和衰
退之间徘徊。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德国经
济面临衰退挑战，其中既有能源
危机难解、通胀未有效降温和全
球需求疲软的外部因素，也包含
着内部结构性问题。

发展动力不足

2022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
情、俄乌冲突和美联储激进加息
带来的外溢效应等因素影响，作
为最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的欧
洲国家之一，德国面临高通胀、
高利率、低增长、投资低迷和能
源短缺的多重危机，经济数据已
不容乐观。

在2022年第四季度和2023
年第一季度，德国经济连续两个
季度萎缩，已陷入“技术性衰

退”。虽然今年二季度的数据令
德国经济勉强躲过持续衰退，但
经济学家认为，二季度的经济环
比零增长也只能让人“短暂松口
气”，经济动力不足则是威胁德
国前景的严峻隐患。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弗丽齐·克勒-盖布认为，
德国正处于“疲软衰退与无力复
苏之间”。她指出，从德国具有优
势的汽车、机械工程到批发行业，
几乎所有行业都呈现疲软趋势。

外部环境严峻

谈及德国经济下滑的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的
德国第四条磋商报告中指出，由
于能源价格冲击和欧洲央行多
次加息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
响，德国经济数月来陷入衰退。
此外，全球需求疲软和经济前景
不确定性也为德国的发展前景
蒙上阴影。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的报告说，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
削弱了欧洲高耗能产业的竞争
力，造成市场份额的损失，并迫
使企业搬迁至能源成本较低的
国家。德国同时拥有着庞大的
制造业和巨大的工业生产能耗，
能源和原材料大幅上涨导致企
业成本上升，损害产品竞争力，
严重时可能令德国企业面临生
死存亡的考验。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高昂的
生产成本、供应链紧张和新冠疫
情等负面因素，一些德国企业选
择停产或缩减产能，同时也有不
少企业将生产线搬迁至国外，或
被迫破产，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德
国工业的立身之本，进而削弱了
德国经济根基。

德国信用机构“信贷改革”
的报告显示，由于成本负担过
重，2023年上半年德国申请破产
企业数量同比上涨16.2%。此
外，许多企业计划或已着手将其
业务转移至能源相对低廉的国
家，例如汉莎航空、西门子等在
内的几十家企业考虑在美国扩
产增资。

与此同时，欧洲央行的连续
快速加息抑制经济增长，也给德
国经济前行带来挑战。

结构问题难解

有经济专家提出，难解的结

构性挑战是造成德国经济下滑
的另一重原因。

德国中央合作银行近期在
一项研究中直指德国经济区位
劣势明显，列举出能源价格高
企、专业人才短缺、官僚主义严
重、数字化水平落后和人口老龄
化等问题。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所长莫里茨·舒拉里克表示，“如
果德国不想再次成为‘欧洲病
夫’，就必须勇敢地转向未来的
增长型行业，而不是花费数十亿
资金去维持耗能产业”。同时，
德国需要推出提升政府能力、推
进数字化发展、应对人才短缺等
问题的有效战略。

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西格弗
里德·鲁斯武尔姆直言，“在德国
经济面临如此困境时，来自政界
的实质性支持仍然不足”。他认
为，德国有关官僚主义、加快审批
的改革进展平平，在能源转型和
减轻企业成本方面还缺乏助力。

8月28日在希腊埃夫罗斯地区拍摄的野火过后的山林。
新华社发

■ 相关分析

德国经济萎靡不振
冲击欧元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欧洲所助理研究员董一凡在接
受采访时指出，目前德国经济已
经出现了“滞胀”的趋势：现在的
德国经济就像是“滞胀”的标准
定义一样，低增长或者是衰退，
以及出现高通胀的情况。

虽然德国现在的通胀率处
于比欧盟平均值略低的水平，有
下行的趋势，但是增长动力不
足，外部风险持续显现，出现所
谓“技术性衰退”的态势已经十
分明显。

董一凡认为，作为世界第四
大经济体，同时也是欧洲经济引
擎之一的德国，其经济萎靡不振
会波及整个欧元区，进而导致欧
元区经济也面临风险和挑战：首
先，德国制造业的萎靡，上下游
的问题会出现扩散效应，特别是
中东欧国家以及西欧的一些小
国会受到冲击。其次，一直一枝
独秀的德国现在出现经济问题，
会导致投资者的信心发生动摇，
甚至可能对整个欧元区或是欧
盟都丧失信心。这种情况下，不
论是欧洲的财政政策还是投资
者持续向实体经济投资，都会面
临一定的风险和挑战。

据《成都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