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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经济：在困难中重获增长动力   

国际贸易研究室  姚枝仲 

    2004年欧元区经济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6011亿欧元，按不变价计算，比2003年增长2.1%。与2003年相对于2002年

0.7%的实际GDP增长率相比，2004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力度明显提高了。我们曾在2004年9月的欧元区经济分析中指出，

“2004年欧元区经济开始真正进入复苏阶段，以固定资产投资开始正增长为标志的欧元区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周期性增

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上述判断还是比较正确的。但是，在2004年的分析中，我们关于2005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状况

可能会好于2004年的预测则不太准确。事实上，2005年欧元区经济重新面临困难，上半年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虽然下半

年可望重新获得增长动力，但是2005年全年的GDP增长率还是会低于2004年。不过，鉴于目前的发展趋势，我们有理由对

2006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前景抱乐观态度。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预计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在2005年出现一定

程度的回落之后，会在2006年继续上升。其中欧洲中央银行最近预计2005年GDP增长率为1.0%-1.6%，2006年为1.3%-

2.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预计2005年GDP增长率为1.2%，2006年为1.8%。 

    一  2005年总体经济状况  

   

    2005年一季度欧元区实际GDP比2004年第四季度高0.4%，2005年第二季度的实际GDP又比一季度高0.3%。这表明欧元

区的GDP仍然在持续增长。但是，从趋势上看，增长力度有所放缓。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2005年一季度欧元区GDP按年率

计算增长1.3%，低于2004年第四季度1.5%的增长率。2005年第二季度GDP增长率继续下降到1.1%。这一趋势表明，欧元区

经济重新面临困难。这些困难的根源主要来自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冲击。其中政治上的冲击主要是欧洲宪法遭到法国和荷

兰的拒绝所引起的对欧洲前景的悲观情绪；经济上的冲击主要是世界原材料和石油价格的上涨。 （表1略） 

    从支出构成来看，私人消费在2005年一季度比上一季度增长了0.2%，但二季度比上一季度下降了0.1%。可见，于

2004年一季度出现的消费持续增长在2005年开始回落了。从同比来看，2005年一季度按年率计算的私人消费增长率为

1.3%，比上一季度下降了0.6个百分点。二季度为1.1%，比上一季度又下降了0.2个百分点。私人消费的下降不仅表现在

数据上，而且表现在消费者的心态上。到2005年三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出现了连续三个月的下降。私人消费在欧元

区GDP中约占57%的比例。因此，私人消费的下降对欧元区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较大障碍。私人消费的下降反映了欧元区居

民对未来收入并不乐观，而这种不乐观的预期主要来自政治问题引发的未来的不确定性。与私人消费的下降相反，政府消

费则保持了一定的扩张力度。2005年一季度，政府消费比上一季度增长0.5%，二季度又比上一季度增长0.3%。从同比来

看，2005年一季度政府消费按年率计算的增长率为0.9%，比上一季度提高了0.3个百分点。二季度继续保持了0.9%的增长

率。政府消费增长的变化一直与私人消费相反，政府消费的增长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平滑私人消费下降带来的影响，但是

更多的是反映了欧元区自主消费下降这一现实。  

   



    欧元区固定资产投资在2005年一季度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其按年率的增长率仅为0.8%，比上一季度下降了0.3

个百分点。不过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又回升到了1.0%的水平。投资增长的变化是判断欧元区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参

考。2005年一季度欧元区的投资增长下降真实地反映了欧元区经济增长受阻的状况。但是欧元区的投资并没有回到2004年

以前的负增长的轨道上去，反而于2005年二季度又出现了增长率的回升。这说明欧元区经济仍然处于2004年以来的增长周

期当中。  

   

    外需也并没有像2004年那样成为拉动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力量。2005年前两个季度欧元区的进口增长率均要

大于出口增长率。虽然2005年上半年欧元区仍然实现了累计净出口581亿欧元,但是净出口在GDP中的比例却从2004年的

1.9%下降到了1.5%。净出口的下降也给欧元区的整体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进口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进口价格上涨

过快和亚洲国家对欧洲的出口大幅增长所致，本文第四部分还会详细讨论这一问题。进口增长过快虽然不利于欧元区的经

济扩张，但是也反映了欧元区经济需求旺盛，只是这些需求被区外商品的供给所平衡。  

   

    从增加值的角度来看，农业在2004年出现8.0%的强劲增长以后，2005年的增长率急剧下降。按年率计算，一季度仅

增长0.8%，二季度更是低至0.2%。农业在欧元区增加值中仅占2.2%左右的份额，农业增加值的变化对整个欧元区增加值

的影响不大。  

   

    工业增加值在2004年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势头，全年增长率达到了2.5%。但到2004年第四季度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

了0.8%的水平。2005年一季度上升到了1.1%，二季度又下降到了0.8%。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也从2004年的0.6个百分点下

降到了2005年上半年的0.2个百分点。建筑业在2005年一季度经历了0.9%的负增长以后，二季度又开始了正增长，其增长

率为0.6%。建筑业的回升，反映了欧元区经济开始重新活跃。工业信心指数也在2005年的前两个季度出现了下降，但是三

季度开始了回升。产能利用率从2004年的81.6%下降到了2005年一季度的81.5%，二季度继续下降到了81.1%，但是三季度

回升到了81.2%。建筑业的重新活跃、工业信心指数和产能利用率的回升，表明欧元区经济在经历了2005年上半年的短暂

困难以后，于第三季度开始了新的增长。企业资产负债状况的持续改善和盈利能力也能说明这一趋势。  

   

    服务业是欧元区经济中最大的产业，其增加值占欧元区增加值的70%左右，因而是左右欧元区经济活力的最重要的部

门。2005年，商品流通、维修、旅馆、餐饮、运输以及通讯服务业基本保持了稳定。一季度按年率计算的增长率达到了

2.9%，比上一季度高出了0.6个百分点，二季度又回到了2.0%的增长率。金融、房地产、租赁以及商业活动服务业在2005

年一季度按年率计算的增长率达到了1.8%，比上一季度高出了0.2个百分点，二季度又回到了1.6%的增长率。公共服务部

门的增加值增长率则有较大的回落。一季度按年率计算的增长率仅为0.6%，比上一季度下降了0.8个百分点。二季度的增

长率仍然维持在0.6%的水平。总体来看，2005年二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出现了0.1个百分点的下降。这对欧元

区经济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对欧元区经济来说，最可喜的变化是失业率终于开始下降了。2005年上半年，欧元区共增加就业42.1万人，失业人

口减少了39.6万人。失业率从2004年年末的8.8%下降到了2005年6月的8.6%，7月继续下降到8.5%。其中25岁以上的成人

失业率从2004年年末的7.6%下降到了2005年7月的7.4%；而年轻人的失业率则从2004年年末的17.9%下降到了2005年7月

的16.9%。男性失业率同期从7.7%下降到了7.4%；女性失业率从10.3%到了9.9%。欧元区经济终于结束了自2001年4月以

来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局面。而且失业率的下降是一个普遍现象，表明了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整体上趋于活跃，也表明了欧元

区的结构改革开始取得成就。需要说明的是，2005年一季度，欧元区的年轻人失业率和女性失业率曾一度出现了上升，但

是二季度又迅速降了下来。这表明欧元区经济在一季度确实遭遇了困难，但是从二季度开始经济重新出现活力。  

   

    2004年欧元区消费价格协调指数增长2.1%，用消费价格表示的通货膨胀率与2003年持平。2005年一季度消费价格协

调指数的增长率为2.0%，比上一季度下降了0.3个百分点，二季度继续为2.0%。消费价格基本稳定在欧洲中央银行2.0%的

目标水平。但是，三季度原材料和石油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2005年三季度非能源原材料世界市场价格指数上涨了

11.6%，而一季度和二季度这一指数仅分别增长了1.9%和2.2%。同时，石油价格更是从2004年年末的34.5欧元/桶上升到



了2005年9月的52.2欧元/桶。这样，三季度欧元区通货膨胀上涨较快。7月份消费价格协调指数上升了2.2%，9月份更是

上涨了2.5%。受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欧元区的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也有较大的上涨幅度。2005年一季度该指数

上涨了4.1%，二季度虽然回落到了3.9%，但是7月份又上升到了4.1%。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货膨胀对欧元区经

济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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