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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在能源上高度依

赖俄罗斯，经济易受外部冲击影

响。今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能源价

格飞涨，导致欧洲通货膨胀持续

上升，中东欧国家更是成为高通

胀的“重灾区”，经济发展的外

部环境急剧恶化。

通货膨胀呈两位数增长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最新数

据，8月欧元区通货膨胀率同比

上涨9.1%，而所有中东欧国家的

通货膨胀率均冲上两位数。波罗

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

立陶宛8月的通胀率更是超过了

20%；斯洛文尼亚与斯洛伐克通胀

率也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分

别为11.5%与13.3%。匈牙利的形

势同样不容乐观，7月核心通货膨

胀率(剔除易波动的大宗商品价格)

高达16.7%，其中面包和奶酪的价

格同比上涨超过了50%。匈牙利一

些经济学家预计，今年秋季通货

膨胀率有可能上升至20%以上。捷

克、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等国的

通胀率也持续走高，在7月分别达

到17.5%、17.3%与12.3%。高通

胀不仅减少中东欧国家的家庭实

际收入，影响了民生，还增加企

业成本，侵蚀了利润，不利于经

济的可持续增长。如何治理通货

膨胀成为当前摆在中东欧国家面

前最紧迫的问题。

货币、财政政策抉择艰难

为了控制过高的通货膨胀

率，一般中央银行会实行紧缩的

货币政策。7月21日，欧洲央行将

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50个基点，

为11年以来首次加息。考虑到

欧元区的通胀态势，未来欧洲央

行可能会渐进式加息。将执行欧

洲央行加息政策的国家与地区包

括中东欧的欧元区成员国（波罗

的海国家、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

克）以及以欧元为法定货币的黑

山和科索沃。同时，其他中东欧

国家也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其动

作之频繁、收紧幅度之大实属罕

见。2021年下半年以来，很多中

东欧国家的央行加息动作不断，

且目前“加息潮”还在继续。自

2021年10月以来，波兰央行已进

行十次加息，罗马尼亚央行也已

进行八次加息。2021年6月以来，

捷克央行已经进行了九次加息，

将关键利率提高到1999年以来的

最高水平。匈牙利央行自2021年

6月以来将基准利率上调了1100个

基点，处于 2004年4月以来的最

高水平，目前也是中东欧地区的

最高水平。

紧缩货币政策虽然有助于抑

制高通胀，却不利于经济活动开

展，还可能加剧经济衰退风险。

中东欧国家的央行不得不在控制

通胀与促进增长上保持平衡。面

对经济衰退的隐忧，一些中东欧

国家只好结束紧缩周期。捷克央

行在8月维持主要利率7%不变，使

其成为欧洲新兴经济体第一家停

止紧缩周期的央行。波兰8月整体

中东欧：欧洲高通胀“重灾区”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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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水平仍保持高位，但核心通

胀压力已有所缓解。9月7日波兰

央行小幅加息，将参考利率上调

25个基点至6.75%。对于加息幅度

的谨慎表明波兰央行更加担心经

济前景恶化，经济步入衰退。

除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措

施也是应对高通胀的手段。欧洲

目前面临地缘政治危机与能源危

机的叠加影响，通货膨胀形势极

其严峻。尤其是，能源危机诱发

的通货膨胀影响面较大，使家庭

和企业深受其害。为此，中东欧

国家的政府也在财政上向受高通

胀影响的民众予以一定的救助。

波兰为减轻采取集中供暖方式家

庭的负担，规定集中供暖的价格

涨幅不超过40%。斯洛文尼亚7月

通过紧急法案，降低所有能源产

品的增值税率，不仅涉及电力、

天然气，还包括部分生物燃料

等。捷克政府8月宣布将发放国家

援助，向所有私人消费者提供国

家援助，支付电费、煤气费和取

暖费，以确保人们在包括能源在

内的住房支出不超过收入的30%。

此外，捷克8月还通过了总额为

1770亿捷克克朗（相对于71.5

亿美元）通胀援助计划。为了安

抚受到高通胀剧烈冲击的弱势群

体，捷克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

如向有子女的家庭提供5000克朗

的补贴，为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

2500克朗。捷克政府还在考虑

对能源公司和银行征收暴利税，

以补偿社会支出的增加。尽管如

此，9月3日，捷克首都依然爆发

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约七万人走

向街头抗议能源价格飙升。这说

明国家的救助措施虽有助于缓解

高通胀带来的社会阵痛，但不可

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人们

还是看不到希望。

此外，政府救助属于扩张性

财政政策，会使社会支出大幅增

加，财政赤字上升，反而增加通

货膨胀压力，因而中东欧国家只

能审慎运用，还需与货币政策形

成配合。目前应对通胀的紧急财

政政策尚处在实施的初始阶段，

其实际效果尚难评估。

寻求泛欧解决方案说易行难

在严峻的大形势下，国家层

面的应对已不足以全面缓解能源

危机和通胀危机，一些中东欧国

2022年9月3日，捷克民众

聚集在首都布拉格的瓦

茨拉夫广场进行示威，

要求政府采取更多措施

控制飙升的能源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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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疲于应付“脱欧”、

疫情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之际，

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短缺使英

国经济雪上加霜。英国在宏观经

济、对外贸易、产业发展、劳动

力市场等方面均面临不同程度的

挑战，经济衰退的风险也在与日

俱增。

“脱欧”冲击将长期存在

英国“脱欧”后，英欧就渔

业、移民、《北爱尔兰议定书》、

跨境旅行、通关检疫等问题不断产

生摩擦。由“脱欧”带来的英国

与欧洲单一市场分离以及对欧贸

易规则的变化，也正在通过进口

商品价格上涨、工资下降以及不

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对英国经济产

生负面冲击。总部位于伦敦的智

库“欧洲改革中心”称，仅仅因

为“脱欧”，英国的货物贸易在

去年上半年就减少了11%至16%。

“脱欧”后新的海关手续

等增加了英国与欧盟开展贸易的

交易成本及复杂性，使得英国

中小企业的负担加重，竞争力降

低。英欧通关便利程度下降、对

欧进口成本上涨，与当下能源短

缺、供应链危机叠加，推动了英

国通胀上升，民生因此受到严重

影响，经济的脆弱性不断加大。

2022年6月英国智库“决议基金

会”发布报告称，由于英欧贸易

规则变化，预计到2030年英国劳

动生产率将进一步下降1.3%，从

而导致工资增长放缓，平均每个

工人每年的实际收入将减少470英

镑。该报告强调：“‘脱欧’将

导致英国人在2020年至2030年期

间的10年里变得越来越穷。” 

“脱欧”还大幅削弱了英

国金融业的竞争力。英欧就“脱

欧”达成的《英欧贸易与合作协

议》虽已于2021年5月生效，但这

份协议中有关服务贸易的内容模

棱两可，并未就合并交易、金融

牌照互认等内容达成共识，从而

使得英国与欧盟在服务贸易领域

的壁垒难以消除，这对英国的优

势产业金融服务业形成冲击。高

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等金

融巨头已经将欧洲总部迁往欧盟

地区，随之而去的是大量的金融

英国经济：衰退风险与日俱增
文／杨成玉  钟  超

家开始“抱团取暖”。“开放巴

尔干”倡议国塞尔维亚、阿尔巴

尼亚、北马其顿决定在能源和粮

食短缺问题上相互帮助。8月30

日，塞尔维亚矿产和能源部、阿

尔巴尼亚基础设施和能源部以及

北马其顿经济部召开会议表示，

将在能源危机时刻加强团结与合

作，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准备。

实际上，由能源危机推动

的高通胀是一个泛欧现象，因此

也需要泛欧解决方案。许多欧洲

国家依靠天然气发电，在天然气

短缺的情况下，欧洲电力价格一

年之间上升了近十倍，各国政府

控制天然气和电力价格的压力日

益增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恩出席布莱德战略论坛（BSF）

时表示，欧盟正计划对电力市场

进行“紧急干预”和“结构性改

革”，以遏制价格的飙升。捷克

总理菲亚拉和德国总理朔尔茨都

强调须在欧洲范围内找到解决能

源价格问题的办法。最近欧盟委

员会提出了应对能源危机的紧急

措施：协调欧盟成员国减少电力

需求；对低成本发电公司的收入

设置上限，对化石燃料发电公司

的利润征税；制定紧急和临时干

预措施，包括考虑对天然气设置

价格上限等。这些措施非同寻

常，是对欧盟电价机制的“革命

性”变革。然而与所有欧盟层面

的政策一样，这一措施要在成员

国中形成统一意见并最终得到落

实，必然要经历一个复杂和曲折

的过程。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

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