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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台记者威尔·乔丹在对波音设在南卡罗来纳的工厂车间进行

暗访时发现：这里雇佣的技工不少曾是“街头小混混”或是一

些曾在快餐店做三明治的人。如今，波音的股价已从 2019 年 2

月 28 日的最高点 440.62 美元跌到 2020 年 4 月 30 日的 143 美

元左右。波音已宣布 2020 年一季度净亏损 6.41 亿美元，并通

过买断、自然减员和非自愿裁员的方式削减约 1.6 万个职位，

占总职员数的 10%，其中裁员幅度最大的正是商用飞机部门，

预计裁员约 15%。

而在欧洲，避免实体经济受冲击、防范两极分化是和抗击

疫情并重的措施，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德国。2020年 3月 8日晚，

结束医学隔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批准数十亿欧元的经济刺激及

配套措施，缓冲疫情带来的冲击。没过几天，她又同意德国财

长奥拉夫·肖尔茨更激进的大规模税收减免方案和近 5000 亿欧

元的信贷担保，目的是阻止整个经济遭遇“强制关停”噩梦，

用肖尔茨的话来说，“我们把底牌全部亮出来”。与美国相比，

德国自始至终对金融保持高度的监管力度，用华尔街标准，柏

林的金融监管简直是“金融控制”，但带来的好处是金融企业

及银行的杠杆率被控制住，金融更多服务实体行业，就在本轮

救助计划中，默克尔政府优先承诺为大批自营业者提供快速融

资，并为医院和支撑德国经济的中小型企业注入资金，即使为

此打破该国经济政策上的最大禁忌——财政赤字。根据经济学

家的预计，这次疫情可能导致德国支出 2500 亿 -7300 亿欧元的

费用，完全超出默克尔政府的原始预算，但英国《卫报》专栏

作家蒂莫西·加顿·阿什认为，因为德国对于维持平衡的预算

有新教福音派式的信念——正如典型的“黑零”政策——再加

上根植于宪法中的“债务刹车”，德国拥有令大多数民主资本

主义国家羡慕的健康的公共财政，“这里有一种充满高度责任感、

清醒和节制的文化，德国经济在无形商品（即所谓的‘无形资

产’）方面表现不如美国出色，但至少它的制造业部门发展得

非常好，其他任何高度发达国家都没有如此广泛的制造业企业

网络，德国工业的 GDP 占比仍高达 23%，并且这一比例已经保

持稳定 20 多年，而且整个金融业也在帮衬它维系这种地位。我

相信它在‘后疫情时代’表现得更为出色”。

中国在做什么？

谁都不否认，最先遭受疫情冲击的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 76 天艰苦卓绝的战“疫”，

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被基本阻断，防控工作

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同时全国各地分阶段、有步骤地有序推

进复工复产，呈现出迥异于许多国家的勃勃生机。

自新冠疫情发生后，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

融委”）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结合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形成“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

创工具”的工作方针，迅速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

等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其中，以更加全

面、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促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鉴于疫

情增加市场主体的恐慌情绪，金融委统筹协调各部门围绕“六

稳”要求，坚持股票市场正常开市，“一行两会”等多部门有

机配合，2 月 3 日股市开市当天人民银行释放 1.7 万亿元的短

期流动性，稳定市场预期。针对疫情冲击下企业等主体面临资

金紧张问题，人民银行及时加大流动性投放，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通过全面降准、定向降准、降息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

加大对实体经济主体的信贷投放。为提高政策实施效果，通过

再贷款、再贴现、定向降准等举措重点加大对疫情防控重点企

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领域的金融支持，促进疫情防控

和稳定就业。

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学者叶连娜·普斯托沃伊托娃指出，

中国为削减投机业务规模而将资金投向制造业和未来发展，将

为实体经济提供拨款的零售银行与以短期利率“赚快钱”的投

资银行区分开来，这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央行获得

管控商业银行的权力，继续不断明确和巩固金融领域的法律法

规基础，以便保障银行功能。这不仅对金融业，对全国经济增

长都具有最重要意义。“中国央行与 IMF、美联储等西方金融

机构的区别很简单：不允许为实体经济贷款的银行从事冒险的

4 月 15 日，中国赴沙特阿拉伯抗疫医疗专家组从宁夏银川启程，这是工作人员在

装运援助沙特阿拉伯的医疗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