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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希腊在冷战时代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 使其经济出现了对外向型、市场化、全球化的

/路径依赖0,但因其人口结构所限,而无法走上出口导向型的道路。此后, 希腊积极融入欧洲

一体化进程,借助欧盟的内部整合政策和内部援助体制, 实现了高负债与高赤字背景下的经济

持续高速增长,结果使高负债和高赤字长期延续而形成惯性。在国内国际两方面因素的综合

作用下,希腊宏观经济可视为半个 /东亚模式0与半个 /莱茵模式0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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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希腊经济的总体特征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撼动了欧元区金融体

系的根基。不少学者从欧盟金融制度的层面

分析其原因 ,认为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与多

元财政政策并存, 是危机形成的主要诱因。

目前所见的文献 , 对引发债务危机的希腊国

内根源 ,特别是与危机相关的希腊宏观经济

的结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则往往语焉不详。

本文试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

方法论出发 ,阐释危机背后希腊宏观经济的

结构特征, 论述其形成机制, 包括路径选择与

演化历程 ,并解释希腊国内社会与政治结构

及其外部的国际制度架构在其形成机制中所

发挥的作用。

早在 196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希腊的资

本供给成本高、风险高、回报低,致使资本供给

越来越稀缺, 这又导致以证券体系为代表的国

内资本市场发育缓慢,形成恶性循环。¹ 后来又

有人提出,希腊针对进出口需求的收入弹性分

别为 - 11295和 - 11035,说明即使希腊国内的

收入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水平保持同步,其出

口仍不足以抵消进口而产生顺差,因而其国际

收支将长期处于赤字;且希腊的进出口需求的

价格弹性分别为 - 01340和 - 01458, 表明其

纯依靠本币贬值并不能显著改善其国际收支状



况。¹ 还有学者认为,希腊民营企业普遍规模小、

利润率低、竞争力弱、国际化水平差,而希腊政府

对经济干预过度,控制过多,导致国有企业和政

府雇员队伍不断膨胀,鼓励和维护自由竞争的微

观制度资源却依旧奇缺,其经济缺乏活力。º

这些分析相当精准, 但都相当零碎。总体

观之,希腊宏观经济可概括为 /半个东亚模式与

半个莱茵模式的结合 0。所谓半个 /东亚模式 0,

是指希腊政府长期强势干预经济,持续实施扩

张性的财政政策,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治理

模式。这一特点与 /东亚模式 0诸国的政府主导

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颇为类似。然而,东亚各国

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依靠本国丰富的廉

价劳动力资源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并凭借低估

的汇率,从国际市场获取大量贸易顺差,形成所

谓 /国家重商主义 ( S ta te M ercan tilism ) 0;且 /东

亚模式 0各国长期维持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

相比之下,希腊宏观经济的运作并不具备这些

特征。所谓半个 /莱茵模式 0,是指希腊经济的

高福利特征,其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其公共

财政开支的比例相当高,且其国内工会势力强

大,社会保障体系较发达,但失业率较高。而以

德国为代表的 /莱茵模式 0各国在拥有高福利特

征的同时实施高税收政策,拥有高效的税收运

作体系,希腊则并非如此。因而希腊宏观经济

可以说是兼具 /东亚模式 0和 /莱茵模式 0的部

分特点,自成体系。

二、希腊宏观经济的四项结构特征

具体言之,希腊宏观经济的结构特征表现

在以下四方面:

211 强势政府背景下的高负债与高赤字

希腊宏观经济最突出的特征, 就是在政府

强势干预经济的背景下,公共财政和对外经济

长期维持高负债与高赤字。对经济的过度干

预,使政府债务持续膨胀,政府财政状况持续恶

化,导致其外债总额、财政状况、国际收支经常

项目赤字不断增长。

2008年秋冰岛的债务危机震惊世界。与冰

岛相比,希腊外债似乎并不严重,其外债总额占

其 GDP总量之比重远低于冰岛。至 2009年底,

冰岛外债总额相当于其 GDP的 90814% ,而希

腊外债总额仅相当于其 GDP的 189149% ,且希

腊并未走到宣布无力偿还外债这一步。然而,

分析两国的外债结构, 就可以发现显著不同。

冰岛经济的市场化、自由化程度较高,其外债主

要归属于冰岛的商业银行及其他民间商业机

构,而非政府。在冰岛金融危机爆发的 08年 3

季度末,冰岛政府持有的外债额仅占其外债总

额的 417% ,至 2009年底,其政府持有之外债亦

只占其外债总额的 414%。而希腊经济长期以

来都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外债主要归属

于希腊政府。至 2009年底,希腊政府 (包括其

央行 )持有的外债占其外债总额的 7919%。这

就意味着尽管就绝对值和占 GDP的比例而言,

希腊外债的恶化程度低于冰岛,但希腊外债对

其社会生活、政治结构、乃至地区与国际政治结

构的冲击,要远比冰岛强烈。

与欧元区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 OECD )

各国相比,希腊的财政状况非常恶劣。希腊的

政府债务总额占 GDP的比例不仅远高于欧元区

和 OECD的平均水平,而且也高于冰岛,在所谓

/欧猪五国 ( SPIIG ) 0» 中,仅略低于意大利 (见

图 1)。而希腊财政赤字占其 GDP之比例也高

于欧元区和 OECD的平均水平 (见图 2)。 1995

年至 2007年,希腊政府债务占 GDP的比例为年

均 107165% , 而欧元区的平均水平为年均

7518% , OECD的平均水平为年均 7213%。同

时自 1997年以来,希腊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始

终为赤字, 其赤字额平均每年为其 GDP的

718% ,在 OECD国家中仅次于冰岛和爱沙尼

亚,排在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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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高消费、高福利、低投资、低储蓄、低税收

第二项结构特征,是希腊整个经济体系的高

消费、高福利、低投资、低储蓄、低税收。就希腊整

个国民经济体系而言,其消费率较高,投资率较低,

而储蓄率更低,其净储蓄为负,投资与储蓄之间的

缺口在欧盟经济体系中排前列。就其公共财政而

言,社会福利支出占据了公共财政支出的主要份

额,而政府主导的投资则只占较小份额。政府既未

积极投资大型项目以拉动 GDP增长,亦未有效刺

激民间私人投资,结果造成希腊宏观经济的投资需

求极弱,投资率较低。这与高投资率、高储蓄率、政

府主导投资的 /东亚模式 0形成鲜明对比。希腊主

要通过大量增加消费需求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

长,其政府负债主要用于社会福利支出和公务人员

报酬等方面。自 1998年以来,社会福利支出和公

务人员报酬始终占希腊政府财政总支出的 50%以

上 (见图 4)。自 2000年以来,希腊政府支出的固

定资本形成额占其财政总支出之比例始终少于

617% ,总体投资率始终低于 2315%。而作为 /东亚

模式0的典型代表,日本政府在 1994年至 2007年

之间支出的固定资本形成额占其财政总支出的比

例为年均 2419% ,其总投资率则为年均 2514% (见

图 3)。同时,与欧盟及 OECD平均水平相比,希腊

经济体系中的税收水平较低,不仅税率低,而且税

基小 (见表 1)。这一特点在欧盟各国中可谓独特。

图 3 希腊与部分国家政府支出的固定资本形成

额占其财政总支出之比例 1998) 2009年

表 1 希腊与欧盟 15国个人收入所得税水平 (税收占工资总额之比重 )比较

家庭类型
单身

无子女

单身

无子女

单身

无子女

单身有

2个子女

单身有

2个子女

已婚有

2个子女

已婚有

2个子女

已婚

无子女

工资水平

(占全国平均工资 ) (% )
67 100 167 67 100 133 167 133

希腊税收水平 (% ) 112 817 1713 014 911 711 613 718

欧盟 15国平均水平 (% ) 1213 1716 2516 714 1115 1119 1319 1315

  (资料来源:根据欧盟委员会下属统计局 E urostat的数据绘制 )

213 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

第三项特征是,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的

势头在不断发展,但其国民经济总体结构没有

改变,且希腊金融体系仍以银行业为主流,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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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希腊政府财政支出结构 2000) 2009年

(资料来源:根据希腊、日本、美国的央行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以及 OECD和欧盟委员会下属统计局 Eurostat的数据绘制 )

银行仍占据金融体系重要位置。与冰岛一样,

希腊自 199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

趋势,政府放松银根, 实施非常宽松的信贷政

策,促使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迅速发展,其年均增

长速度为 218%,高于 OECD平均水平 ( 2147% ),

亦高于法国 ( 1180% )、德国 ( 1. 36% )、美国

( 0135% )的速度。至 2009年底,希腊金融业和

房地产业的总增加值占 GDP总额的 17%。同

时,自 1999年以后,追随美国金融业与房地产

业的热潮,希腊银行的利率不断下降,特别是房

屋按揭贷款的利率不断下降, 银行体系流动性

不断增强, 其商业银行平均的贷款 /存款率从

1999年的 5214%上升到 2004年的 8612%。这

为 2010年初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但在

同时,希腊金融体系长期以来以银行业为主,其

证券业与保险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居于次要地

位,雅典证券市场为融资提供的金融产品非常

有限且交易并不活跃。在银行业体系中, 2004

年以前政府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国有银行持有

的金融资产占整个金融体系资产总额的一半左

右。 2004年至 2009年,中右翼的希腊新民主党

上台执政后,大力推行私有化改革,私营银行开

始在希腊金融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国有银行

仍占整个希腊金融体系 22%的份额 (见图 5)。

214 高失业率与人口老龄化相伴

希腊宏观经济的第四项结构特征是: 劳动

力市场长期低迷,失业率、特别是长期失业率居

图 5 希腊金融体系结构 1998) 2006年

(资料来源:根据希腊国家统计局和 OECD提供的数据绘制 )

高不下,且与不断加重的人口老龄化相伴。这

不仅使希腊政府社会福利支出的负担越来越

重,而且表明希腊经济内在的结构性缺陷长期没

有明显改善,其产业结构升级较慢。希腊面积虽

小,人口亦不多,人口密度远低于欧洲平均水平,

但其失业率却在欧洲位居前列。根据欧盟委员

会 2010年 1月的估算,希腊总人口为 1 13016万,

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83人,不仅低于英、法、

德等欧洲大国,在 /欧猪五国 0中亦仅高于爱尔

兰,在全欧洲 56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 38位。

自 1998年 1季度至 2009年 4季度,希腊总体失

业率每季度平均为 10101%, 最低不会低于

712% ,失业一年以上的人口占失业总人口的比例

为年均 5314%。其 2008年的失业率位居全欧洲

第 15位 (见图 6)。与高失业率相伴而生的是老

龄化。 65岁以上人口占其劳动力总数的比例早

在 1952年就超过 7% ,越过了世界公认的人口老

龄化的门槛;在 1969年以后超过 10%;在 1994年

以后,这一比例就超过了 OECD国家平均水平,

/欧猪五国 0平均水平和英法德三国的平均水平。

三、希腊宏观经济结构特征的

形成机制

  希腊宏观经济自成体系,结构独特, 一方

面像 /东亚模式 0那样,由政府强势干预经济,

却没有 /东亚模式 0的强烈重商主义情结;另一

方面像 /莱茵模式 0那样 ,福利水平高,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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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导金融体系,但却没有 /莱茵模式 0的高税

收。其宏观经济结构在与希腊国内社会政治

结构和国际制度结构的长期互动中,逐渐成

形 ,具有独特的 /路径依赖 0和演化进程。仔细

分析其结构特征的形成机制,不仅能有助于我

们深入剖析希腊社会与政治的特点与演变规

律,而且能系统揭示希腊与欧洲乃至整个国际

社会之间的互动规律。

图 6 希腊总体失业率与长期失业率 1998) 2009年

(资料来源:希腊国家统计局 )

311 从 /路径依赖 0理论解析希腊经济的长期演

化模式

  在解释各国经济的演化历程与发展模式的

多样性时, /路径依赖 0理论 ( Path D ependency

Theory)是强有力的工具。根据这一理论,任何

一国的经济演化都会在内外多种结构性因素和

偶然扰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逐渐进入特定的

轨道,即所谓 /路径选择 0。这种选择可能含有

偶然或随机的成分,但一旦经济演化与其外部

结构形成稳定的互动机制, 即所谓 /锁定 0

( Lock- up),就会进入不可逆、乃至不可偏转的

加速运动。这种 /路径依赖 0往往与 /马太效

应 0 (M athews Effec t)结合在一起,使各国经济发

展自成体系。两国经济即使归属同种类型的模

式,如 /东亚模式 0中的日本与韩国, /莱茵模

式 0中的德国与法国,也会各具特色,不尽相同。

演化经济学流派中的阿瑟 ( B rian A rthur)和坎贝

欧 ( John L 1 Campbell)将 /路径依赖 0的演化过

程概括为 /互动 0 ) /解读 0) /对现有要素之利

用 0三步,其核心思想就是,演化主体在与其内

外环境的频繁互动中,解读环境的性质,界定所

面对的问题,并试图利用环境提供的要素解决

问题。在自身观念和环境要素的同时作用下,

演化主体经由 /自增强机制 0进入 /锁定 0状态,

从而形成 /路径依赖 0¹ (见图 7)。

/路径依赖 0的理论工具和思维模型,可以为

我们解读希腊宏观经济的结构特征的形成机制

提供指导性思路。目前希腊的宏观经济结构,是

其在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内外环境的

制度框架与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逐步形成的。

1960年代希腊军人独裁政权形成的强势政府的

传统治理结构,国内不断强化的民粹主义与社会

主义的思潮及其相关政治力量,成为制约其宏观

经济演化的路径选择的基础结构,这是塑造其

/路径依赖 0的内部环境;而同时在国际社会两极

对峙的冷战格局中,美国主导的全球战略同盟体

系和金融与贸易体系,以及欧洲的地区一体化进

程,不断影响着希腊国内的社会发展与经济演

化,制约了宏观经济演化的基本方向与发展速

度,这是塑造其 /路径依赖 0的外部环境。在两者

的综合作用下,希腊宏观经济成为一半 /东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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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0与一半 /莱茵模式 0相结合的混合体。

图 7 希腊经济结构的演化形成 /路径依赖0的模型

312 塑造希腊宏观经济的结构特征的内部社

会政治环境

  就内部环境而言,希腊二战后政治与社会

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制度背景作为关键性结构因

素,制约和塑造着希腊宏观经济的路径选择和

演进方向。这表现在两方面。

( 1)威权体制形成的强势政府的传统

首先,二战后希腊军人集团建立独裁统治,

是其经济走向政府主导型结构的主要原因。二

战结束时,希腊极度贫困,矛盾丛生,致使政治

动荡。 1950年至 1967年,希腊政府一共更迭了

23次,其中 1950年代政府更迭了 10次,平均每

年更迭一次。在此背景下, 唯有强势政府才能

维持相对稳定的秩序。在保守势力的推动下,

1967年至 1974年,以潘帕多普罗斯 ( G eorg ios

Papadopoulos)为首的极右翼军人集团在希腊实

施独裁统治,对左翼势力保持高压,取消民主制

度,推行反共意识形态。希腊的军人政权得到

美国的认可与支持,接受美国的援助,在美国的

指导下发展外向型经济, 其政治结构、对外关

系、经济治理模式,与当时东亚的韩国与台湾非

常类似。政府主导经济运行的结构特征, 在这

一时期的希腊宏观经济中逐渐确立。军人独裁

政权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治理模式,推行扩张性

的财政政策,实施高负债、高赤字、高投资和本

币贬值,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 1967

至 1973年希腊 GDP增长率为年均 816% ,工业

生产年均增长 10%以上,形成了与当时 /亚洲四

小龙 0的飞速发展非常类似的 /希腊奇迹 0。

然而,虽然政府强势干预经济的行为模式

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希腊却未能走上出口导

向型的轨道, 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并未成为增长

的源泉。造船业、旅游业、船运业为希腊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在其 GDP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

额,可谓独具特色。其原因,在于希腊的人口结

构。希腊不具备 /东亚四小龙 0那样丰富而廉价

的劳动力资源,如前所述,早在 1952年就已达

到老龄化标准。 1960年代末,希腊军人政权曾

实施限制希腊人向外移民的政策,以防止青壮

年劳动力流失。此后虽因希腊与土耳其的军事

争端不断有移民进入,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仍

有增无减 (见图 8)。这使希腊走上了与 /亚洲

四小龙 0不同的发展路径。不过,与一国历史文

化传统相契合的行为模式一旦确立,就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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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增强机制 0,不断自我强化和维持,进入 /锁

定 0状态,形成 /路径依赖 0。尽管 1974年军人

政权解体,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反复博弈,但由于

政府强势干预经济的治理模式,在短期内能够

为经济发展带来迅速的效果,既而为社会所接

受,并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希腊宏观经济的重要

结构特征。

图 8 希腊与部分国家 65岁以上人口占劳动力总数之比例 1950) 2009年

(资料来源:根据希腊国家统计局和 OECD的数据绘制 )

  ( 2)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力量

1974年军人政权解体后,民主制度在希腊

恢复,多党制和议会责任内阁制确立,政局从此

趋于稳定。希腊宏观经济的另一结构特征,即

高福利、低税收,则从此逐步确立下来。这一特

征的形成,根源在于希腊社会根基深厚、影响广

泛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希腊的壮大, 得益

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由于长期遭受异族

统治,希腊社会并不存在本土的贵族或精英阶

层,精英政治在希腊并无传统,这为民粹主义和

社会主义思想的发育壮大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和

巨大的空间。一个很有趣的例证就是,作为传

统民主国家,英国直到 1918年才立法确认 21岁

以上男性公民的普选权,而希腊在 1864年就已

确立这一权利。另一方面,由于希腊在 1970年

代以前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 社会大众普遍贫

困,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感召

力和动员力。希腊经济学家皮偌耐克思 ( N icho-

lasG1 P irounak is)曾谈到: /倘若超级大国在二

战后能够允许欧洲各国按照自己的民意自行发

展,则希腊必定会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

义 0。¹

在希腊的议会党团中 ,左翼阵营占据优

势。目前有 5个政党在希腊议会占有议席 :希

腊共产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激进左翼同

盟、希腊新民主党、人民东正教大会。前三个

均属左翼阵营, 共占有议会 300个席位中的

194个,达到总数的 6417% , 其意识形态涵盖

从温和到激进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而占议

会 15席的右翼政党 /人民东正教大会 0,则公

开宣称以 /右翼民粹主义 0为自己的立党意识

形态。同时,民主制的恢复也使工会组织不断

壮大。目前, 希腊三大工会 ( G SEE, ADEDY,

PAME)拥有 11415万会员,占希腊劳动力总数

的 26% ,其组织机构遍及全国。 2010年年初

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国内全国规模的罢工

已超过 5次,并不断引发暴力流血冲突, 造成

至少 3人死亡。可见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足以影响希腊政局。

因此,任何领导人上台,都绝不能忽视民粹

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希腊民众中的广泛影

响,不敢随意削减福利。于是高消费、高福利、

低税收的实践逐渐从刺激经济的临时性政策,

转变为希腊宏观经济中持久的结构特征。

66 太平洋学报  第 18卷

¹ N icho lasG. P irounak is, Th e G reek E conomy: Pa st, P resen t,

and Fu tu re, London: M acm illan Press Ltd. , 1997, p. 17.



313 塑造希腊宏观经济的结构特征的外部国

际制度架构

  就其外部环境而言,美国主导的全球层面

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和地区层面的欧洲一

体化机制,是塑造和制约希腊宏观经济的结构

特征的主要制度框架。希腊作为欧洲地理边缘

的小国,和世界经济 /中心 ) 外围 0结构中的 /半

外围地区 0,通过 /搭便车 0 ( Free R ide)和 /追随

强者 0 ( BandW agon E ffect)的方式,使自身宏观

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并

逐步演化出前述结构特征。

所谓 /搭便车 0,即指小国通过融入大国主

导的国际制度结构,免费或廉价获取大国提供

的国际公共产品,包括对自身安全的战略保障,

稳定有序的国际金融与贸易的制度环境等。在

/搭便车 0的过程中,小国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大

国的意识形态,认同大国的治理模式和制度架

构,出现 /追随强者 0的心理定势,形成模仿大国

既有发展模式的 /路径依赖 0。但是,正如基因

的复制总会出现变异那样,小国在 /追随强者 0

时,绝不会毫厘不差地复制大国既有的制度架

构与运作方式,其在形成 /路径依赖 0的演化进

程中,必会演化出自身独特的制度结构。希腊

宏观经济的演化正是如此。

( 1)全球层面的制度架构

首先来看全球层面。美国在冷战初期构建

的全球战略安全同盟体系和世界经济秩序,决

定了战后希腊宏观经济演化的路径选择的基本

方向,使希腊宏观经济走上外向型、市场化、全

球化的道路,同时也影响着希腊宏观经济演化

的进度。

冷战初期,正值 20世纪 50年代和 60年代,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发展模式和拉美

国家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 在落后国家中颇

受推崇,对希腊影响深刻。内战结束后的希腊

政府宣布希腊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但同时却参

照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编订和实施五年经济

发展规划。

然而,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因希腊的

地缘战略位置与历史文化传统原因,使其最终

选择倒向西方阵营,而非苏联阵营。在政治上,

希腊 1952年参加北约, 1953年与美国缔结共同

防御协定, 1973年加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

经济上, 1948年参加马歇尔计划,加入世界银

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和关贸总协定,

1960年参加 OECD,一步步融入美国主导的全

球层面的制度架构。

希腊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 ,使其得以

稳定地获取美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 ,包括相

对稳定的安全环境,以及平稳有序的金融与贸

易秩序。前者使希腊得以减轻国防开支的负

担,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

后者则相当关键,使希腊经济逐渐形成市场化

和外向型轨迹的 /路径依赖 0。离开了外向型

和市场化的路径,旅游业和船运业不可能成为

希腊经济的核心部门和增长动力,且 1950年

至 1973年之间的 /希腊奇迹 0也就难以出现。

因而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在希腊宏观经济的

结构特征的形成机制中,是至关重要的外部制

度框架。

同时,希腊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使希

腊宏观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成为全球分工与

交换体系的一部分。希腊宏观经济的发展速度

与变化节奏, 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的起

伏趋于一致; 希腊宏观经济对外向型、全球化、

市场化的 /路径依赖 0,使其脆弱性大大增强。

纵观希腊战后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 1950年

至 1973年为高速增长时期,其年均 GDP增长率

为 7% ,与美国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一致。

而 1973年和 1979年两次能源危机的爆发,使希

腊与美国同时陷入 /滞涨 0之中。美国的 /滞

涨 0所表现出的高通胀率、低增长率、高失业率

的特征,在希腊同时期的宏观经济中表现得更

加突出而持久 (见图 9)。

( 2)地区层面的欧洲一体化的制度架构

再来看地区层面。自 1981年希腊加入欧洲

共同体后,希腊通过欧洲一体化机制获得两方面

的国际公共产品。首先是借助欧洲共同安全与

防务政策,有效地应对了冷战后周边激烈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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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教冲突所造成的紧张局势,获得相对稳定的

周边环境,减轻了自身在安全事务上的压力。其

次是利用欧盟的内部整合机制与内部援助体制,

也就是欧洲经济一体化机制,源源不断地获取推

动自身经济发展的制度资源和金融资源。

图 9 希腊 GDP增长率、CPI增长率、及其国际比较 1961) 2009年

(资料来源:根据希腊国家统计局、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 OECD的数据绘制 )

  欧共体和 1992年以后的欧盟都致力于对

欧洲内部各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进行整合 ( Co-

hesion andH armon iza tion),实现欧洲内部各国制

度结构的彼此协调,促使各国经济发展与社会

演化的速度与节奏趋于一致。希腊作为欧洲外

围的小国,不仅人口少, 经济规模小,而且其经

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其人均 GDP水

平至今在欧盟初始 15国中仅高于葡萄牙,且其

社会与政治结构脱胎于威权主义体制,相对于

西欧发达的民主体制和成熟的公民社会而言,

亦显落后。因而希腊 1981年加入欧洲经济共

同体后,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后来的欧盟的

社会整合政策 ( Cohesion Policy )的重点援助对

象之一。从 1986年到 2006年,欧洲经济共同体

和欧盟一共对希腊实施了总共四期总体援助计

划,援助总金额达 4991516亿欧元。欧盟对希腊

的最近一期援助计划从 2007年开始实施,将于

2013年结束 (见表 2)。

表 2 欧盟对希腊的援助的基本制度架构 ( 1986) 2013年 )

时段 运作制度框架 援助制度框架 援助项目分类

1986) 1989 地中海一体化项目框架 地中海一体化项目

1989) 2006 共同体支持框架第 1、2、3期

共同农业政策 欧洲农业指导与保障基金项目总计 551733亿欧元

共同渔业政策 渔业指导金融工具项目

欧盟结构基金
欧洲地区发展基金项目总计 286. 1亿欧元

欧洲社会基金项目总计 90. 382亿欧元

欧盟整合基金 欧盟整合基金项目

2007) 2013 希腊全国战略指导框架

共同农业政策
欧洲农业保障基金项目

欧洲乡村发展项目

共同渔业政策 欧洲渔业基金项目

欧盟结构基金
欧洲地区发展基金项目总计将达 123亿欧元

欧洲社会基金项目总计将达 44亿欧元

欧盟整合基金 欧盟整合基金项目

  (资料来源:根据希腊经济发展部及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整理编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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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对希腊的长期制度性援助, 成为推动

希腊经济增长重要的外部资本源泉,缓解了希

腊公共财政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希腊

经济决策者,乃至整个希腊宏观经济体系对外

部资本来源的依赖。希腊净储蓄率长期为负,

公共财政长期维持高赤字、高负债,但由于搭上

欧洲经济一体化机制、特别是欧元区的便车,并

从欧盟持续获取大量资本,仍能维持相对高速

的经济增长。 2002年至 2009年, 希腊的 GDP

增长率仍然维持在年均 614%的高位,远高于欧

盟 27国的平均水平 1123%和欧元区的平均水

平 0189%。在这种一体化机制的保障下, 赤字

和负债的不断膨胀,并不影响希腊的经济增长

速度,不影响其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希腊宏观

决策层并未因赤字和负债而感受到多少压力,

也就不会产生足够的动力改变现状,于是高赤

字、高负债、低储蓄成为希腊宏观经济持久的结

构特征。而自 2010年初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

提供的救援机制则成为希腊赖以获取救援、渡

过难关的最主要的制度资源 (见表 3)。

当然,随着 G- 20、ASEM等机制的出现,在

上述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制度架构之外,地

区间合作机制作为第三种维度的制度架构,也

开始影响希腊。自 2010年年初以来,希腊亦积

极寻求亚洲国家的救援和支持。 2010年 7月 22

日欧盟贸易专员卡瑞 # 德古特 ( K arel D e

Gucht)透露, 中国政府已买入数亿欧元的希腊

国债,且自 2009年年底至今,中国企业已对希

腊投资数十亿欧元,涉及港口、酒店、电信等行

业。这表明在危机的刺激下,希腊正尝试通过

欧亚地区间合作的制度架构获取更多的资源。

表 3 2010年至今向希腊债务危机提供救援的主要制度架构与资源

救援机制名称 机制运作主体
能够提供的最高

援助额度 (亿欧元 )
援助形式 融资形式

占援助总额

度之比例 (% )

欧洲金融稳定架构

欧元区 16国、

欧盟委员会、

欧洲中央银行

4 400 贷款

EFSF发行债券及其他形式的

证券,由欧元区 16国提供担

保

58. 7

欧洲金融稳定机制 欧盟委员会 600 贷款
欧盟委员会出面以欧盟名义

向资本市场及金融机构融资
8

IMF紧急援助机制 IMF 2 500 贷款 IMF提供 3313

  (资料来源:根据 EFSF官网、IM F网站、及欧盟网站的信息整理 )

四、结语:半个 /东亚模式 0与半个

/莱茵模式 0的结合

  在欧盟有关对希腊的援助文件中,以及不

少学者的著述中,都将希腊称为 /欧洲外围 0的

国家。其实,考虑到欧盟东扩的趋势,以及希腊

的人均财富占有量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排名,

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整个世界范围,都可以将

希腊视作一个介于 /中心 0和 /外围 0之间的 /半

外围 0国家。在欧洲, 希腊的经济发展水平,及

其在欧盟制度框架中所处的位置,介于英、法、

德三大国形成的 /中心0与前苏联阵营的中东欧

国家构成的 /外围 0之间。在世界经济体系中,

希腊也同样介于 /盎格鲁 ) 撒克逊模式 0和 /莱

茵模式 0的国家构成的 /中心 0与发展中国家构

成的 /外围 0地区之间。按照 IMF在 2009年使

用购买力评价法所作的统计,希腊的人均 GDP

为 29 882美元,排在全世界的第 25位,次于日

本、台湾,而高于韩国,实际上与 /东亚模式 0的

平均水平接近。

在世界经济的 /中心 ) 外围 0结构中, /半外

围 0的一些小型经济体,因处于地缘政治的战略

要冲,得以进入国际政治体系的霸权国主导的

战略安全同盟体系中,搭上霸权国提供的国际

制度架构的 /便车 0,追随霸权国的经济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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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然而, /搭便车 0的国家和地区因其

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绝不会简单

复制霸权国既有的发展经历, 而是往往形成独

特的路径选择和 /路径依赖 0。进而言之,外生

的国际制度架构和既有发展模式,与内生的本

国政治与社会结构的交互作用,决定着一国经

济演化的路径选择与 /路径依赖 0,构建起一国

宏观经济的结构特征的形成机制。日本、韩国、

台湾搭上美国主导的体系的便车后,所演化出

的 /东亚模式 0就是很好的例证。

希腊经济的演化路径与历程则更复杂一

些。就外部环境而言,希腊同时搭上美国主导

的全球体系和欧洲一体化机制两方面的 /便

车 0。在美国的影响下,希腊经济选择了外向

型、市场化、全球化的路径;同时因其自身的经

验与传统的制约,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

作方式;但因其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使其外向型

的路径选择并未演化到东亚模式的出口导向型

的轨道上。在欧盟内部援助机制的影响下,希

腊得以在其公共财政与对外经济背负沉重债务

的同时,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其高负债、高赤

字形成惯性; 而同时希腊国内的民粹主义和社

会主义的力量,要比 /东亚模式 0的经济体更为

强大,因而希腊公共财政的高福利和高支出,与

高负债和高赤字的实践交互强化,亦成为其宏

观经济的结构特征。这样, 希腊的宏观经济结

构,就成为半个 /东亚模式 0和 /半个莱茵 0模式

的结合,而自成体系,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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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ixed Combination of EastAsiaModel and Rhine Capitalism:

Structural Features of GreekMacro- Econom ics and Their

ShapingM echanism

X IN Hua
1

(11C entre for Comparative S tud ies onM od ernization, Shangha i Interna 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

hai 200083, China )

Abstract: The dependency ofG reek econom ic evolution on the path ofm arket- or iented internationaliza-

tion and globaliza tion has been form ed by G reek integration into US- led global system since early years of

cold war, wh ile its aging popu lation structure made its econom ics deviated from export- or iented mode of

EastA sia. M eanwh ile itmanages tom ain ta in its econom ic. s fast grow th although burdened by huge defic its

and debts, w ith the support and aid from EU after it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European in tegration process,

wh ich turns its deficits and deb ts into an inertia force. In genera,l its macro- econom ics can be summ a-

r ized as am ixed comb ination of EastA siam ode andRh ine Cap italism under the com prehensive influence of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elem en ts1

K eyW ords: G reekM acro- Economy; EastA sia Mode;l Rh ine Cap italism; path dep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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