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构性改革：德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法宝1

德国企业在全球的领先优势并不来自廉价的劳动力，而是科技

创新，这一优势与“2010 议程”对教育和科技的重视密切相关。

在 G20 国家中，德国是较早采取结构性改革，也较为成功的国家。国际

金融危机后，德国经济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成为欧洲国家复苏的领头羊。

这得益于德国长期以来对结构性改革的重视，使要素配置不断优化，创新得

到了有效激励。

为何进行结构性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经历了 20 年的黄金发展期，便陷入了长

达 30 多年的低速增长怪圈。对此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称其为“德国病”，

认为社会福利负担制约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1998 年施罗德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使 2000 年德国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 3%，然而仅过了 1 年，经济增长就出现了大幅下滑，2001 年德国

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了 0.6%。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从

外部来说，一是当时美国经济受互联网泡沫破裂等因素影响出现滑坡，对德

国经济的影响较大。二是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制约了德国经济的发展。三是从

英国开始肆虐的疯牛病和口蹄疫造成德国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另一方

1 本文已发表于《中国财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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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从内部来说，德国经济非常脆弱，易于受到外部环境干扰，而且“德国

病”的病根是社会福利支出较大。

在意识到德国经济的问题后，施罗德政府在 2002 年开启了新一轮改革。

2003 年 3 月，施罗德在议会发表演说，公布了著名的“2010 议程”。这一

长期改革纲领激活了德国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为德国之后长达 10 年的高速

发展奠定了基础。

之后，默克尔政府保留了施罗德政府的改革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

进一步改革，这些措施有力保证了德国在之后的危机中快速复苏。

采取了哪些措施

“2010 议程”结构性改革措施包括改革劳动力市场、降低社会福利、降

低税率、增加教育和科研投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事业。其中对劳动力市场

的改革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包括改革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逐步削减

失业救济金，推行强制再就业措施。

根据这一方案，政府的劳动管理部门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多干预为主

动服务，增加面向失业者的就业服务中心，强化职业培训，调整失业补助金。

例如，职工一旦被解雇须立刻到职业介绍中心报到，并尽可能早地找到新工

作而避免失业；失业者应接受职业介绍中心提供的工作，若拒绝次数超过规

定将被降低救济 金。“2010 议程”对解雇保护法也进行了改革，放宽了对

小企业雇用定期工的限制；对经营不善而不得不裁员的企业，政府也简化程

序，并降低相关成本。

“2010 议程”对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虽然降低了企业成本，提高了经济效

益，但德国企业在全球的领先优势却并不是来自廉价的劳动力，而是科技创

新，这一优势也与“2010 议程”对教育和科技的重视密切相关。

取得了哪些效果

“2010 议程”改革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效果逐渐显现。

第一，失业率下降。虽然德国失业人口在 2005 年初增加到 520 万，但

之后一路下降到 300 万以下，长期失业人口保持在 100 万以下，年轻人失业

率为欧洲最低。2014 年德国就业率创历史新高，失业保险金盈余达 14 亿欧

元，远超预期。

第二，经济发展长期稳定向好。受“2010 议程”颁布影响，2003 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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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增速虽出现 0.4 的负增长，但之后连续 5 年经济增速一路企稳，2006

年和 2007 年经济增速创 3.9%和 3.4%的历史高位。虽然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

响，德国 2009 年经济增速大幅下降至-5.1%，但仅仅过了 1 年时间，德国经

济就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复苏，经济增速重新回到 3.9%。2012 年受累于欧债

危机，德国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但仍高于欧盟 27 国的平均增长率，在欧洲

国家中一枝独秀。

第三，强大的制造业构成了德国实体经济的支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降

低了雇佣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率，加之对教育和研发投资的重视，德国制造

业以其高质量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很强的竞争力，所占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2005 年至 2015 年贸易顺差占 GDP 比重平均为 6.7%。而欧债危机中其他国家

大量的失业者为德国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欧元贬值则进一步推高了德

国出口，使其贸易顺差占 GDP 比重近年有有不断升高的趋势。

德国结构性改革的经验表明：第一，深刻理解一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所

在，并相应进行改革是保持一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第二，与单

纯的经济刺激手段相比，结构性改革从长期看,保证了经济的健康发展。第

三，成功改革后的国家经济虽然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也会有所波动，但经济复

苏的动力却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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