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泉作为财政部门 派出的人员，任务

就是要把好关，管理好财务，经得起

审计。但是他 以 前从 未接 触过基建财

务，为了尽快熟悉、更好地承担起 财

务管理责任，汪泉专门买了《国有建设

单位财务会计》等书籍带到四 川学习，

同时上门向汉源县电力公 司基建会计

请教，向兄 弟援建办同行咨询，很 快

掌握了基建财务理论知 识，并能较熟

练地进行会计实务操作。

为确保 援建资金 高效安 全使 用，

汪泉每次拨款都按照省援建办和市里

的要求，规范手续、严格履行审批程

序，让援建资金直达项目单位。同时

搞好协调服务工作，按照合同要求按

期支付工程款，有时自己 不能回 荆门

办理拨付手续，就将齐全的手续用特

快专递寄回 荆门，还主动询问收款单

位资金是否到账，确保 工 程建设 所需

和农民工 工资按 时发放。

新春佳 节，当大家还沉 浸在喜庆

氛围中的 时候 ，汪泉再一次告别家中

老小，远赴那千里之 外魂 牵梦绕的地

方，为灾区重建继 续默 默付出热情和

辛劳。

（作者单位：湖北省荆门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  刘慧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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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考验欧洲经济模式

叶莉苹

欧 洲联 盟及 欧 元的诞 生曾被誉

为 20世纪最伟大的创举之一，欧 元 10

年间的日益强壮及欧盟经济社会的稳

步发展，给欧洲经济模式蒙上了传奇

的色彩。然而，这场二 战后最严重的

金融危机却无情地粉碎了这个欧洲神

话。欧洲经济模式正 经受着痛苦的考

验。

独具特色的欧洲经济模式

以 统一市场和经济货币联盟为基

础的统一欧洲经济实体的形成，标志

着欧洲经济模式的诞 生，即在经济制

度方面，既依 赖于市场、私人产权和

契约，但也受到政府干预和福利国家

条款的制约；在政治制度方面，既依

赖于代议制民主和法律的制约，但也

受到利益集团的干预 和特权的影响。

该模式以 秩序自由主义 为准则，是欧

洲内部若干子模式结合的产物，具有

典型的合作与妥协特征。主要特点有

三：

——独一无 二 的经 济宪法。欧 洲

经济一体化 进程最突出的表现是形成

了一系列规 范经济领域事务的条约、

法律、指令和规则。欧盟法规既超越

国家法又有别于国际 法，不仅欧 盟层

面的超国家机构和成员国必 须遵守，

而且欧 洲法院判决的效力也高于成员

国的国家法规。包括统一市场、经济货

币联盟、社会保障制度等欧盟法规体

现了秩 序自由主义融法学与经济学为

一体的经济宪法原则。

——以 自由竞争政策为首要政策。

自由竞争政策是欧盟第一个共同经济

政策，也是欧盟宏观经济政策中一体

化 程度最高的政 策之一。从建立关税

同盟开始，自由竞争政策致力于通过

反 垄断创造自由平等的竞争环 境。旨

在保障四 大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统一

市场更是从 法规的角度对竞争秩序进

行规范制约，其不仅针对欧 盟内部企

业，也针对在欧盟统一市场中运作的

外国企业。

——以 稳 定为导向的货币政 策占

绝对优先地位。欧洲央行是欧 洲经济

一体化进程中最重大和最独特的机构

制度创新。欧洲央行不仅被赋予独 立

地位 而且限定了以 稳定货币为首要目

标的共同货币政 策。财政政策虽仍保

留于成员国，但也受到《 稳定与增长公

约》的制约，其实质是 为稳定的货币政

策服务；而结构政 策和劳动力政策等

也基本处于从 属货币政 策的地位。因

此，以 稳定为导向构成欧 盟整体宏观

经济政策的主基调。

金融危机动摇了欧洲经济模式

在 2008 年 9月底前，还有不少欧

洲政客对美国次贷危机幸灾乐祸，认

为这是 盎格 鲁—撒克逊 式金融自由

主义的重大失败。更有人认 为这是美

元没落欧 元上升的标志性事件。很多

欧洲政客甚至建议拒绝美国关于联手

拯救金融市场的请求。然而短短一两

周后，随 着比 利时富通银行、德克夏

银行等欧洲著名金融机构纷纷告急，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整

个欧盟陷入救市漩涡。发端于美国

却硬着陆于欧 洲的金融危机 以 不 可

阻挡之势，几 近摧毁欧 盟的金融体系

并严重损害其实体 经济，在不到 3 个

月的时间内，就使欧 盟陷入经济衰退

的深渊。面对排山倒海的金融危机和

尾随而至的实体经济危机，束手无措

的欧 盟首脑开始 动摇坚守多年的秩序

自由主义原则。欧洲经济模式正备受

煎熬。

（一）重点救助大银行和优先救助

汽车与建筑业有违自由竞争政策

其一，以 救 助大银行为主威胁自

由平等的竞争理念。金融体 系具有高

度传染性，一旦 出问题 立即产生连锁

反应，导致“多米诺 骨牌效应”，由此

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因此，欧盟在实

施金融救市时，各界对金融救市本身

并未有太多分歧，争议 焦点集中在救

市对象上。由于欧洲主要银行过分依

赖短 期借贷市场而非客户储蓄，成员

国从一开始就将救 助重点放在大银行

上。英国宣布注资 500亿 英镑参股八

大银行，其中英格兰银行获得 200 亿

英镑成为欧 盟国有化程 度最高的银

行；德国宣布向其大银行注资1000亿

欧 元；法国宣布以 国家参股形式向五

大银行提供 400亿 欧 元的资本金；西

班牙以 300亿欧 元收购其大银行的“优

良资产”。这种做 法引起 了盟内濒 于

破产的中小银行的强烈抗议 和崇尚自

由竞争的欧 盟经济学家的抨击。他 们

认 为，这种厚此薄彼的救市行动违背

了欧洲一向奉行的秩序自由主义原则，

是对共同竞争政 策的挑衅，将导致欧

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倒退。欧盟委员

会在批准成员国金融救市方案时面临

两难境地 ：一边是成员国政府鼎力支

持且情况十分危急的大银行，一边是

欧 盟竞争法规和一批期待欧委会“维

持”法律尊严和司法正 义的中小银行。

但是欧盟高层最终还是有条件地让步

于每况愈下的紧迫形势，妥协于来自成

员国的压力。

其二，优先救助汽车与建筑业潜

在损害其他 行业。当金融危机开始严

重损害实体经济并逐渐演变成经济危

机时，关于是否对汽车与建筑业等支

柱产业实施救助也进入白热化的争议

阶段。较之虚拟 经济，实体经济更崇

尚公 平与自由竞争，更注重优胜劣汰。

因此，尽管欧盟汽车业濒临崩溃，但汽

车救市相比金融救市在舆论上承受了

更大的阻力，在批准程序上经受了更多

的曲折与磨难。一些经济学家强烈反

对救助汽车业，原因有三 ：一是欧 盟

汽车业在技术创新、环保 改 进、企业

管理、劳资关系，尤其是产品策略方面

存在的问题是长期积 累的结果，并非

一日之寒，不能完全推责于金融危机。

二是政府救市将破坏市场法则，政府

补贴是对市场公 平的玷污。欧 盟汽车

业因惰于变革而屡陷被动，施以 援手

无疑 是对惰性的鼓励 而非对变革的激

励。三是若救市措施把握不当将违反

W TO 等相关规 则，引发对欧 盟的诉

讼，导致新的贸易摩擦。另外一些经济

学家则从行业间公 平竞争的角度，极

力反对诸如欧盟层面以 及德法等成员

国经济刺激计划中重点扶持汽车与建

筑业的行为，认 为一旦开了先例，那么

同样遭受重创、同样广泛解决就业的

钢铁业、纺织业以 及规模小、抗风险

能力差的零售业、服务业更应当获得救

助。

（二）接连大幅降息有违以稳定为

导向的货币政策

金融危机之初，欧 元集团主席容

克指出，欧 盟不会改 变既 定的经济政

策，也 不会仿效美国模式解决全球性

金融危机。他 强烈反对采用一揽子财

政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的美国模式。欧

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提出，尽管欧盟经

济下行风险 增加，但 欧洲央行仍决定

维持 4.25% 的利率水平不变，稳定物

价仍是其中长期目标。因为，只有稳定

物价才可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抑制通

胀风险，降低 长期融资成本，维护欧

元 购买力，从而最终支撑经济可持续

增长，保障盟内就 业，确保金融市场

稳定。

然而，在来势汹 汹的金融危机与

经济危机面前，欧洲央行不得不放弃

坚守多年的以 稳定为导向的共同货币

政 策。从 2008年10 月 8 日 开始 史 无

前例地大幅降息，在两个月内 3次调

低 利率，将基准利率从 4.25% 调低 至

2.5% 。与此同时，各国央行也同步大幅

降息。英格兰央行和瑞典央行单次降

幅达150 和 175个基点至 2% ，创二 战

以 来最低。一些经济学家评论，欧 元

之所以 10 年来能强劲成长，欧元区经

济之 所以 稳步发展，得益于欧洲央行

以 稳定为导向的宏观政策基调。金融

危机之下，尽管欧 盟信贷紧缩使得消

费与投资受挫，导致经济下行减缓了部

分通胀压 力，给 欧洲央行降息让出了

空间，但是频繁快速的降息可能积聚

潜在的通胀风险，引起币值的上下波动

并可能逆向损害投资者对经济的信心。

（三）大幅突破《稳定与增长公 约》

有违稳健的财政政策

2008年 9月17 日，容克号召成员

国排除外界干扰，坚持《 稳 定和增长

公 约》的财政框架不动摇，成员国一旦

达到中期财政政 策目标（财政赤字和

公 共债务占 G D P 比重在 3% 和 60% 以

下），将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应对和解决

经济危机。同年10 月 3日，特里谢也强

调欧洲的历史教训说明美国模式不可

取。上世纪 70 年代，德国也曾经采取

一揽子财政政策刺激 经济复苏，最终

却导致持续多年的高赤字、高负债、高

税负。欧洲不能重蹈覆辙。

但 是，欧 盟的金融救市，特别是

推出 2000 亿欧 元经济刺激计划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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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一些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很快突破了

3% 。瑞士信贷银行预测，2009年部分

欧盟成员国的赤字水平将超过《 稳定与

增长公 约》中3% 的标准，其中，爱尔

兰 7% ，西班 牙 4.5% ，法国 4.2% ，希

腊和葡萄牙 4% ，意大利 3.8% 。德国政

府担心 2009年欧盟很多成员国将面临

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的危险，这将对欧

元区经济和欧 元 汇率稳定造成威胁。

卢森堡、荷兰、波兰和一些东欧小国对

德国的观点表示支持，一致认 为大规

模扩张性的经济刺激计划将使成员国

财政赤字在短期内走高并给那些已面

临高赤字和高债务的成员国带来更加

沉重的负担，由此增加 债务风险并动

摇用10 年时间巩固的货币基础。

重新审视欧洲经济模式

欧盟作为一个松散的政治实体，

经济一体化 在经济增长、财政相对充

裕、币值稳 定、就 业安 全的形势下更

能彰显其繁荣的一面。然而在危机面

前，其隐藏着的深层次矛盾便 暴露无

遗。

（一）合作与妥协注定了决策的滞后

在市场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欧

盟这种讨价还价式的缓慢决策方式注

定会错过出台救市方案的最佳 时机。

由于各成员国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程度

不一，各成员国很 难就实施 区域内统

一的货币政 策或财政政 策达成共识，

造成应对危机反应迟缓、延误时机的

后果。不少分析人士对欧洲央行未能

及时小幅降息提出批评。欧盟很难像

美国和中国那样，在很短时间内通过

一个庞 大的财政 刺激 方案来应对危

机，也很难出台整体性的财政纾困方

案。如危机之 初，由法国提出的成立

欧 盟紧急基金的倡议，很快就被德国

否决。在欧元区东扩之后，这一内在的

缺陷变得更加明显，甚至有人把爱尔

兰的单边无限存款保险政策、冰岛向

俄罗斯申请紧急贷款援助的举动视 为

欧洲货币一体化陷入困境的标志。

（二）应对非对称性外部冲击的能

力较薄弱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欧 元区

国家作为一个不完美的“最优货币区”，

缺乏应对非对称性外部冲击的能力。

由于欧 元区成员国统一使 用欧 元，这

意味着成员国放弃了相机抉择货币政

策的权力。受《 欧洲联盟条约》关于财

政赤字与对外负债占 G D P 比 率的限

制，成员国实际上也放弃了动用大规

模财政刺激政 策的权力。在各成员国

缺乏实施自主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前提

下，一旦发生非对称性外部冲击，从理

论上讲，只 有靠生产要素与劳动力在

欧 元区范围内无限制的流动才能避免

对实体经济产生显著影响。然而欧洲

劳动力市场恰恰是僵化 和缺乏流动性

的，劳动力价格也明显缺乏弹性。因

此，纵使欧盟及其成员国大规模金融

救市及后来的经济救市仍无 法挽救欧

盟实体经济，无 法阻止欧 盟经济陷入

衰退。

（三）不够灵活的金融市场

欧 洲的金融市场不如 美国金融市

场灵活，金融制度不如 美国完善，金融

体系不如 美国 系统 完备。因此 当金融

危机在欧洲全面爆发时，欧 洲的金融

市场和实体经济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冲

击。这也是前阶段 虽然美国金融市场

负面消息频传但美元却相对于欧 元不

断升值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者单位 ：财政部行政政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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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山区启动农村电气化建设

山东省枣庄市沂蒙山区投入 287 万元资金 开展

农村电气化建设，对全区首批 4 个行政村、9个自

然村的用电设备进行升级 改 造，该项工 程将彻底

改善当地 3960户农民的生产生活用电条件。

（★李宗宪  于绍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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