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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华临时关税落地
全球债务遭遇
“大选年”

◎ 记者 王哲希

当地时间 7 月 4 日， 欧盟委员会宣布， 自 7
月 5 日起正式对进口自中国的纯电动汽车征收

临时反补贴税，同时继续与中方就对华电动汽车

反补贴调查进行磋商。

其中， 上汽集团加征税率为 37.6%， 吉利为

19.9%，比亚迪为 17.4%；其他配合欧盟调查的车

企平均加征税率为 20.8%， 未配合调查的车企加

征税率为 37.6%。

与 6 月 12 日预先披露的数据相比， 上汽集

团和吉利集团的税率微降，比亚迪的税率则保持

不变。

这一临时关税最长持续 4 个月，其间，欧盟

成员国将投票决定是否将其转为为期五年的正

式关税。

欧盟此举招致“自己人”的公开反对。

“反对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临

时反补贴关税。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在最新发表

的声明中表示。

德国联邦数字化和交通部长福尔克·维辛

说，关税是一种“破坏性做法”。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雅尔多·彼

得称，欧洲对中国汽车行业的限制不仅会带来竞

争力问题，还会引发环境保护问题。

“欧委会相关做法完全行不通，不仅不能提

升欧洲汽车制造商的竞争力，反而可能会损害那

些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业务的企业。 ”德国老

牌车企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表示。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 7 月 4 日

下午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希望欧方认

真听取欧盟内部呼声，理性、务实地与中方开展

磋商，尽快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何亚东表示，关于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

调查，中方已多次表示强烈反对，主张通过对话

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截至目前，中欧技术层

面已举行多轮磋商。 目前距终裁还有 4 个月窗口

期。 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展现诚意，抓紧推

进磋商进程。 基于事实和规则，尽快达成双方均

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产品征服海外消费者

近日，加拿大旅行博主 KSquared 在上海体验

了一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炫酷的外观、新奇的

功能和一系列智能交互操作让这则 30 分钟左右

的视频内容显得格外充实。

该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获得了 10 万次观

看。 不少网友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分享自己青睐

的中国新能源车车型。

咨询公司艾睿铂 （AlixPartners） 近期发布的

《2024 年全球汽车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中国汽车

品牌预计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21%，其中大部分

增长来自中国以外的地区；预计到 2030 年，中国

汽车品牌将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 33%。

另一方面，关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

的论调甚嚣尘上。 5 月中旬，美国以此为借口，宣

布将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的关税从 25%升至

100%；现在，欧盟也步入美国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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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袁源

全球债务浪潮正在以二战以来规模最大、速

度最快、范围最广的形态发展。

联合国、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等多家机构

接连对这轮空前的债务浪潮表达担忧。

而与此同时，今年举行大选的国家数量将创

历史新高。 为争取选票，政府在选举年往往会增

加支出、减少税收。

实例就在眼前。 一个月前，美国国会预算办

公室上调 2024 财年预算赤字预测至 1.9 万亿美

元，比 2 月时的预测高出 27%，并预计 2024 财年

联邦债务净利息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

重将升至 3.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仅十年后，美国

债务就将达到 GDP 的 122%。 超过二战后创下的

106%的最高水平，而到 2054 年，债务预计将达到

GDP 的 166%。

尽管美国债务失控的警钟再度敲响，但眼下

两党都没有动力削减开支、控制债务。 在日前举

行的 2024 年美国大选首场电视辩论中， 拜登和

特朗普都没有提及将如何控制政府债务。

美国国会关于债务上限的新一轮谈判将在

今年大选结束后重新开启。

高企的政府债务在大选年俨然成了“房间里

的大象”。 “大选”成为全球债务新的危险元素。

警报频响

全球债务问题已是多年顽疾，并不是最新出

现的现象。 长期以来，全球经济依赖债务驱动型

增长模式，造成总额不断攀升，目前情势危如累

卵。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报告，2023
年全球公共债务创历史新高，达 97 万亿美元，较

2022 年增加 5.6 万亿美元。

报告指出， 全球公共债务仍在继续增长，且

区域差异显著， 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尤为严

重。2023 年全球公共债务总额的 30%由发展中国

家背负，而 2010 年这一比例仅为 16%。

债务负担加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医疗、教

育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行动能力。 受高利率等因

素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外部公共债务成本高企，并

面临债务重组难度高、外汇储备流失等严峻挑战。

5 月 29 日， 由 60 多个国家的 400 多家金融

服务业公司组成的 “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IIF）公布最新全球债务监测

报告指出，全球债务在今年第一季度总额已上升

至 315 万亿美元，是连续第二个季度增长 ，且主

要是由新兴市场推动的。 新兴国家债务升至 105
万亿美元，较十年前增加 55 万亿美元。 发达国家

仍然是主要欠债国，占债务总额的三分之二。

6 月底，有“央行的央行”之称的国际清算银

行发布年度旗舰经济报告，也警告称，全球政府

债务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报告指出，全球经济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不可

持续的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导致私人和公共债

务达到历史高位， 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大幅减

少。 一旦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对公共支出的需求

上升，国债市场将首先受到冲击，之后压力可能

会蔓延至整个金融市场。

IMF 则直接点名美国要尽快解决 “慢性财政

赤字”的问题，称美国财政赤字规模过大，债务负

担不断加重，并警告其日益激进的贸易政策可能

会带来危险。

从名义 GDP 来看，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

体，美元是最主要的世界储备货币，美国经济的

前景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 准确认识美国经济，

事关重大。

国内外专家至少有两种观点， 一是滞胀论，

一是健壮论。

滞胀论者有论据。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4 年一季度美国实际 GDP 年化环比初值为

1.6%，大幅低于预期的 2.5%；核心 PCE 价格指数

（不含食品、能源）年化季环比增长 3.7%，超过预

期的 3.4%，为一年来首次出现季度增长。而且，高

利率高负债背景下，有可能无法偿还债务本息从

而可能导致债务危机。 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经济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正在进入一个调

整期。

健壮论者也有论据。 从当前来看，尽管美国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但其经济规模仍然庞大，与

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处

于较高水平。 拉长时间来观察，美国 GDP 全球占

比从 1980 年的 25.4%微降为 2022 年的 24.4%，

但人均 GDP 则从第 13 位上升为第 7 位； 美国依

然在引领全球科技创新；美国有巨额的海外直接

投资顺差，这一顺差足以支付其巨额海外债务的

利息。 即使在疫情期间的 2022 年，这一顺差也达

3180 亿美元。 这一年，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收

益率为 6.9%，而海外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收益率只

有 2.6%； 美国的就业数据近年来也一直比较好

看。 此外，作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美股不

是创新高，就是在创新高的路上。 以上均反映了

美国在全球经济中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和

影响力。

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往往让人莫衷一是。

如此看来，如何看待美国经济，既重要，也

不重要。说它重要，是因为任何预期都建立在对

现实的正确认知上；说它不重要，是因为这本来

就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 有些正确的认知也许

需要若干年以后才能得到，而时间不等人，市场

主体现在必须作出其决策，否则，一步落后步步

落后。

一个更实用的方法是综合论， 既重视滞胀

论，也重视健壮论，从而得到相对更全面的认知。

那问题又来了，因为建立在不同现实认知基础上

的市场决策是不同的， 有时甚至是严重冲突的。

这就把难题交给了市场决策者，会令决策者们很

恼火，他们必须花费更大的成本来应对不同的场

景。

综合论的好处在于有利于避免颠覆性的战

略失误，即在考虑有利一面的同时，也为不利的

一面预留后手，至少可以避免滞胀论和健壮论者

都反对的方案，比如美国逆全球化的方案。 即使

在健壮论者看来， 美元之所以还没发生危机，关

键是美国在全球化经济布局中获取的巨额海外

投资收益顺差。 试想，如果美国采取逆全球化方

案， 那其海外直接投资收益必然会受到损害，下

一步就是灾难性的债务危机。 由此推论，美国的

逆全球化举动，比如搞“小院高墙”，包括增加关

税等各种对于其他经济体的限制和制裁，到头来

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将引发全球金融市

场的恐慌和连锁反应，这并不是吓唬之词，而是

会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

作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市场决策者，有必要

综合分析和判断美国经济的现状，从而作出最优

至少是次优的决策。

美国经济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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