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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6个月，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们
成功地化解了全球复苏道路上的两大短期威
胁：一是欧元区的解体；二是美国“财政悬崖”
可能导致的财政急剧收缩。短期内，全球经济
整体风险状况已有所改善，金融市场普遍回
暖，提振了市场信心，经济出现复苏迹象。

但从长远看，全球经济复苏并非一帆风
顺。在欧元区，因为该地区银行仍受到盈利
能力差、资本金水平低等因素的牵绊，信贷
供应受到了限制。欧元区的调整行动显露
疲态，资产负债表薄弱，边缘经济体信贷渠
道破坏严重，整个欧元区在构建更有力的经

济和货币联盟的道路上行进缓慢。从长远
看，欧元区私人部门债务高企，政策空间有
限，且制度方面进展不足，可能导致长期持
续的低增长。

在美国，中期财政政策令人担忧。美国
尽管个人需求已随着信贷和房地产市场的
恢复而有所提振，但幅度大于预期的财政调
整预计将使该国 2013 年的实际 GDP 增长
率停留在2%上下。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在本
财年末调整措施取代现在的自动支出削减
措施，则将使美国 2013 年底乃至以后的增
长率低于预期。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在
2012 年显著放缓，原因在于主要发达经济
体的需求增长大幅减慢，同时国内政策持续
收紧，并且某些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资
热潮消退。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经济体继续
在内部转型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南美洲的一
些经济体则正面临着高通胀和日益加大的
外汇市场的压力。但是，由于消费需求保持
良好势头，宏观经济政策暂缓不变，出口逐
渐恢复活力，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大
多数经济体以及拉丁美洲和独立国家联合
体的增长率都有所上升。随着欧洲发达经

济体的需求缓慢回升，欧洲新兴经济体将再
次加快复苏步伐。

全球经济前景取决于各国政策导向，对
此，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不能有丝毫松懈。在
发达经济体，政策制定者可采取一切审慎措
施来提振低迷的需求。可行的途径是：在一
系列短期内不损伤需求的措施基础上，逐渐
推进财政调整，货币政策需继续为经济活动
提供支持，金融政策需有助于改善货币政策
的传导，要促进潜在产出的提高和全球需求
的再平衡。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而言，应当从货币政策入手收紧政策。

全球经济前景取决各国政策导向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李国章报道：
在印尼民众的传统饮食中，各种豆制品
很受消费者欢迎。近日，印尼启动了全
国 大 豆 种 植 运 动 。

由 于 国 内 大 豆 多 年 无 法 自 给
自 足 ，印 尼 每 年 都 需 要 大 量 进 口 大
豆 以 满 足 市 场 需 求 。 为 了改变这种

状况，印尼政府农业发展中全盘考虑
增加大豆产量，启动了全国大豆种植
运动。印尼农业部长不久前在全国大
豆种植运动的启动现场表示，2014 年
印尼政府制订的粮食自给自足目标
为：大米 4500 万吨，玉米 2900 万吨，
砂糖 310 万吨，大豆 270 万吨，牛肉 51

万吨。
目前印尼用于大豆种植的土地为

70 万公顷，产量 80 万吨，而全国大豆
消费为 200 万吨。为在 2014 年完成
大豆的生产指标，必须增加 200 万公
顷的大豆种植面积。为此，除启动全
国大豆种植运动外，政府还将采取包
括增加小额贷款、提供良种、培训种植
技术、稳定收购价格、在价格下跌时由
国家粮食储备局保证收购等多项措
施，来保护农民利益并提高他们种植
大豆的积极性。

印尼启动全国大豆种植运动

调查显示

中国薪酬增长领先亚洲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根据专业招聘集团

瀚纳仕最新公布的 《瀚纳仕亚洲薪酬指南》 显
示，中国再次成为亚洲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该
指南根据对中国、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和马
来西亚的 1200 名雇主及 1200 个职位的薪酬和招
聘趋势调查结果而撰写。瀚纳仕中国区总监兰熙
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全球其他地区经济
形势不明朗，但是中国去年在薪酬增长方面领先
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瀚纳仕亚洲薪酬指南》 显示，亚洲约 72%的
雇主相信经济形势将保持稳定或有所好转。65%的
亚洲雇主也表示，他们的业务活动在过去 12 个月
内有所增长，而 66%预计其业务活动在来年会有所
增长。28%的中国雇主在过去的一年给员工加薪
3%至 6%，17%的雇主加薪 6%至 10%。展望未
来，30%的中国雇主有意在其下次薪酬审核时加薪
超过 10%。兰熙蒙分析认为，加薪可能会对公司
造成更大压力，雇主不仅需要寻找合适的人才来管
理更多业务，同时也需要为潜在雇员提供更好的薪
资待遇。

兰熙蒙说，中国再次成为亚洲薪酬增幅最大国
家这一调查结果表明，人才短缺仍是中国和亚洲地
区普遍面临的一项挑战。此外，亚洲雇主正在逐步
适应经济形势，解放思想 ， 以 应 对 人 才 短 缺 问
题。据调查，作为吸引和保留员工的措施，79%
的雇主表示，他们在薪酬与奖金之外还会提供额
外的福利，其中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是雇主最经
常提供的两种福利。

□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4 月 26 日，在美国密

苏里州圣路易斯，来自中

国北京的学生姚威仑（前

右一）、王天懿（前右二）以

及老师李龙（前右三）与来

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学生

合作参加“技术挑战赛”。

FIRST 机器人大赛是由美

国 非 盈 利 组 织 FIRST 主

办的针对青少年的国际性

赛事，每年吸引全球约 25

万名学生参加。

（新华社发）

44.2亿美元

中 土 双 边 贸 易 强 劲 反 弹

0.2%

德 3 月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下降
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

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 3 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环比下
降 0.2%，同比上涨 0.4%。扣除能源价格之后，德国工业生
产者价格指数与上一个月持平，同比上涨 0.7%。

从分项数据来看，今年 3 月份，德国中间产品生产者价
格、资本货物价格环比均为持平，耐用消费品价格环比上涨
0.1%，非耐用消费品价格环比持平，能源价格环比下降0.6%。

本报索非亚电 记者张春荣报道：土耳其国家统计局日
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持续走低半年之后，中土双边贸
易开始呈现反弹态势。今年前两个月，中土双边贸易额达到
4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其中土对华出口额 6.1 亿美
元，增长71.4%；土自华进口额为38.1亿美元，增长14.5%。

1.5％

美 3 月 份 新 房 销 量 环 比 增 长

99.5

日本物价连续 5 个月同比下降
据新华社东京电 日本总务省 26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去除价格变动较大的生鲜食品后，3 月份日本核心消费价
格指数为 99.5，同比下降 0.5%，为连续五个月同比下降。

数据显示，3 月份电视、空调等家庭耐用品价格继续同
比回落，汽油等能源产品和电费出现上涨。当月，包括生鲜
食品在内的综合消费价格指数为 99.4，同比下降 0.9%。此
外，作为物价先行指标的东京都 23 区 4 月份核心消费价格
指数为 99.0，同比下降 0.3%。

本报纽约电 记者张伟报道：美国商务部日前公布的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 3月份美国新房销售量环比增长 1.5%，同
比增长18.5%，显示美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自去年以来的
复苏趋势。

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新房销售量为41.7万套，比2月份
修正后的数据上涨1.5%，比2012年同期高出18.5%，与经济
学家所测算的健康水平，即 70 万套的月成交量相比仍有较
大差距。3 月份美国新房销售中间价为 24.70 万美元，低于
前一个月修正后的 26.49 万美元，但高于去年同期的 23.98
万美元。按照当前的销售速度，市场上的待售新房完全售出
需要4.4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