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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经济

□ 李国章□ 李国章

东盟东盟::后发优势显现后发优势显现 下行压力犹存下行压力犹存
虽然种种原因导致东南亚经济下行

压 力 继 续 存 在 ， 但 近 年 来 东 南 亚 各 国

国 内 局 势 相 对 稳 定 ， 发 展 中 国 家 后 发

优 势 在 经 济 复 苏 过 程 中 得 到 充 分 发

挥 ， 经 济 增 长 率 明 显 高 于 世 界 大 多 数

地 区 ， 今 年 上 半 年 各 国 的 主 要 经 济 数

据表现出色。

老 挝 2012—2013 财 年 经 济 增 长 率

为 8%，成为近年来东盟经济增长最快

的 国 家 之 一 。 2016—2020 年 老 挝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年 增 幅 将 达 到 8.5% —9% ，

2020 年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将 达 到 3200

美 元 。 菲 律 宾 今 年 第 一 季 度 经 济 增 长

7.8% ， 这 是 自 2010 年 第 二 季 度 以 来 的

最 高 增 幅 。 菲 央 行 预 测 ， 由 于 投 资 、

消 费 和 支 出 增 长 ， 2013 年 菲 经 济 增 长

率 将 达 到 6% —7% 甚 至 更 高 。 缅 甸

2012—2013 财 年 经 济 增 长 6.3% ， 通 货

膨 胀 率 维 持 在 2% ， 2011—2015 年 规 划

中 的 年 均 GDP 增 长 率 为 7.7% 。 印 尼 今

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为 5.92%，未达到

6.3% 的 增 长 目 标 ， 外 国 投 资 额 达 到

192.8 万亿盾 （约合 190 亿美元），同比

增 长 30% ， 出 口 为 910.5 亿 美 元 ， 同 比

下 降 6.09% ， 进 口 155.90 亿 美 元 ， 同 比

下 降 6.82% 。 泰 国 第 一 季 度 经 济 增 长

5.3% ， 投 资 增 长 6% ， 总 体 上 低 于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水 平 。 越 南 上 半 年 经 济 发 展

较 活 跃 ， GDP 增 幅 、 出 口 贸 易 、 工 业

生 产 指 数 、 投 资 等 主 要 方 面 有 较 好 表

现 ， 其 中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4.9% ， 与

去 年 同 期 基 本 持 平 ， 出 口 总 额 613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4.9%，完成年度计划

的 49% 。 新 加 坡 上 半 年 经 济 增 长 达

2%， 预 计 下 半 年 经 济 持 续 走 高 ， 可 望

实现全年经济增长 1%—3%的目标。柬

埔 寨 上 半 年 进 出 口 总 额 达 76.25 亿 美

元，同比增长 19.85%。

不可否认，受欧美发达经济体需求

疲 软 和 中 国 经 济 增 幅 放 缓 的 影 响 ， 以

及 东 南 亚 各 经 济 体 在 复 苏 过 程 中 所 暴

露 出 来 的 各 种 问 题 ， 东 盟 各 国 今 年 上

半 年 的 经 济 发 展 也 不 尽 如 人 意 ， 下 半

年 经 济 下 行 的 压 力 继 续 存 在 ， 尤 其 是

抑 制 通 货 膨 胀 、 增 加 出 口 减 少 贸 易 赤

字 、 维 护 股 市 稳 定 、 继 续 深 化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 积 极 扩 大 内 需 拉 动 消 费 等 方

面 还 需 要 付 出 更 多 的 努 力 。 正 因 如

此 ， 亚 洲 开 发 银 行 的 最 新 报 告 并 不 看

好 亚 洲 发 展 中 经 济 体 今 年 的 表 现 ， 下

调 了 45 个 亚 洲 发 展 中 经 济 体 今 明 两 年

的 经 济 增 长 预 期 ： 2013 年 的 经 济 增 长

预 期 从 6.6% 下 调 至 6.3% ， 2014 年 从

6.7%下调到 6.4%。

但应该看到并肯定的是，世界经济

缓 慢 复 苏 的 势 头 不 减 ， 东 南 亚 各 国 在

亚 洲 金 融 危 机 后 快 速 复 苏 为 区 域 经 济

整 体 前 行 提 供 了 稳 定 可 靠 的 发 展 环

境，5 亿人口的大市场是东南亚国家拉

动 消 费 的 有 力 保 障 。 东 盟 各 国 现 阶 段

大 规 模 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和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为 本 地 区 的 投 资 、 制 造 业 、 进 出 口

贸 易 以 及 内 需 增 长 等 提 供 了 难 得 的 机

遇 ， 日 趋 严 谨 的 货 币 政 策 和 健 全 有 效

的 监 管 机 制 提 高 了 银 行 体 系 和 证 券 市

场 的 风 险 防 御 能 力 ， 内 外 兼 修 的 互 联

互 通 为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创 造 了 互 利 共 赢

的 新 模 式 ， 进 展 顺 利 的 中 国 — 东 盟 自

贸 区 建 设 为 东 南 亚 地 区 进 出 口 贸 易 持

续 发 展 奠 定 了 坚 固 的 基 石 。 另 外 ， 东

盟 经 济 共 同 体 （AEC） 和 区 域 全 面 经

济伙伴关系 （RCEP） 不可限量的双轮

驱 动 效 应 十 分 可 观 。 因 此 ， 东 盟 经 济

下 半 年 将 依 然 保 持 整 体 前 行 的 良 好 态

势 ， 不 过 部 分 国 家 的 经 济 增 长 率 将 有

小幅下调。

0.9%

欧盟6月份工业产出环比增长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欧盟统计局8月13

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和欧盟的工业产出
环比分别增长0.7%和0.9%，同比分别增长0.3%和0.4%。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6 月，欧元区和欧盟耐用消费品产
出环比分别增长 4.9%和 4.2%，资本货物产出环比均增长
2.5%，中间产品产出环比分别增长 0.5%和 0.8%，非耐用消
费品产出环比分别下降 0.6%和 0.3%，能源产出环比分别
下降 1.6%和 1.3%。今年 6 月，欧盟工业产出环比增幅最大
的 3 个成员国分别是爱尔兰（8.7%）、罗马尼亚（5.7%）和波
兰（3.1%）。

5.4%

美国 7 月份零售额同比上升
本报纽约电 记者张伟报道：美国商务部日前公布

的数据显示，7 月份美国商品零售总额为 4245 亿美元，
环比上升 0.2%，比去年同期上升 5.4%，表明美国经济延
续复苏势头。

数据显示，7 月份汽车和零部件销售环比下降 1%，
如剔除波动性较大这一项，美国商品零售额约为 3437 亿
美元，环比上升 0.5%，同比上升 4%。

同时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6 月份美国商品零售额
环比上升 0.6%，增幅略高于上月公布的 0.4%。美国商
务部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
算增长 1.7%，其中个人消费开支增长 1.8%。

泰国欲建地区航空枢纽

飞利浦举行保护非洲母婴主题巡展
本报讯 记者黄炎光报道：飞利浦集团发起的第四轮

非洲巡展日前在南非开普敦启程，预计 9 月 23 日在埃及开
罗结束。巡展的主题为“保护非洲母亲儿童健康”。巡展期
间，组织者动员民众与飞利浦集团齐心协力，为非洲母亲和
儿童健康作贡献。本次巡展期间将有众多经技术改造后的
飞利浦电子产品如 LED 照明灯和太阳能节能灯等与观众
见面。

本版编辑 毛 铁 廉 丹 周 剑

本报讯 记者李国章报道：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的航
空产业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其中泰国航空业尤为活跃，
2012 年泰国国内最大航空枢纽曼谷素万纳普机场的客运
吞吐量超过 5300 万人次，创该机场营运以来的最高纪
录。考虑到泰国地处东盟中心位置，国内市场不断扩大
以及区域航空竞争力不断提升等有利因素，泰国政府日
前制定了建设地区航空枢纽的航空发展战略。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认为，综合上述有利
因素，泰国建立地区航空枢纽的设想是可行的，但同时需
要改善的方面还包括：加强全国机场及辅助产业的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机场管理设施及机制，确保航班正点率和
安全系数，增加国内外航班，加强与东南亚各国在航空领
域的互联互通合作等。

☞ 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势头下，东盟经济下半年将依然保持

整体前行的良好态势，不过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有小幅下调。

由于欧元区和挪威经济增长步伐迟
缓，瑞典作为出口依赖型经济体今年上半
年继续遭受冲击。瑞典政府正努力调整出
口方向，力图在新兴市场国家占有更多
份额。

欧债危机导致的欧元区订单增长疲
软，对瑞典的出口冲击日益显现。瑞典经
济规模目前约为 5500 亿美元，出口贡献
了其中半数份额，而对欧元区出口又占了
2012 年总出口量的 57%。瑞典统计局的
数字显示，2012 年瑞典出口下降 3.5%，
今年前 6 个月，出口量年化数据下降达
9.7%。

由于北欧经济体内部往来十分密切，

挪威经济数据下滑使得瑞典出口再度遭受
打击，制造业扩张势头放缓。今年 6 月，欧
洲第二富国挪威的产业扩张步伐、就业形
势和库存量均出现大幅下滑，挪威央行除
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1.5%之外，表示将
可能在下半年下调利率，以应对挪威克朗
走强和欧元区经济颓势带来的冲击。北欧
最大的银行北欧联合银行认为，挪威经济
下滑进一步冲击了瑞典经济，经济增长低
于预期，制造业尤其疲弱。

瑞典四大银行之一 SWEDBANK 编
制的采购经理人数据显示，经季度调整
后，该指数从 6 月的 53.5 下降到 7 月的
51.3。瑞典统计局数据显示，继第一季度

GDP 上升 0.6%后，今年第二季度瑞典
GDP 萎缩 0.1%，出口下降 0.8%，失业率
上升至 8%。

面对这种形势，瑞典央行表示，将在
未来一年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瑞
典首相和财政大臣等官员指出，瑞典除继
续实施刺激性政策外，应努力扩大对新兴
市场国家的出口规模。瑞典首相预计，在
2012 年到 2016 年间，瑞典对亚洲出口将
上升 32%，对拉美、中东北非的出口将增
长 27% ， 对 撒 哈 拉 以 南 地 区 出 口 增 长
19%，对欧盟和北美的出口增幅将分别为
16%和 7%。

瑞典政府主要官员认为，欧债危机已

经持续 4 年，瑞典这种出口依赖型经济体
需要开拓新兴市场，避免孤注一掷。瑞典
贸易大臣表示，要鼓励瑞典制造业企业更
加关注中国、印度和巴西。瑞典财政大臣
提出，为了避免困在疲弱的欧洲，瑞典制造
业必须把出口市场多样化，除亚洲外，还要
努力开拓非洲和拉丁美洲市场。

受到政府支持的瑞典 SEK 银行表示，
为配合政府战略，将以合适的价格购入墨
西哥比索、巴西里亚尔和中国人民币，以协
助瑞典出口企业在这些国家扩展出口市
场。SEK银行的高级主管表示，寻求多样化
投资的策略一直未变，但是资本市场形势
凸显了购买这些日益升值货币的紧迫性。

瑞典出口瞄准新兴市场

游客在荷兰西部海滨小镇赞德福特参观沙雕作品。近

日，第二届欧洲国际沙雕锦标赛在荷兰西部海滨小镇赞德

福特举行。 （新华社发）

8 月 11 日，在瑞士日内瓦，选手们手持托盘参加“招待托盘竞走比赛”。当日，作为瑞士“日内瓦节”的传统活动之一，“招待托

盘竞走比赛”在日内瓦莱蒙湖畔举行。近百余名选手身着招待服装，手托酒水参加比赛。 (新华社发）

□ 本报驻哥本哈根记者 关晋勇

沃尔玛武汉配送中心正式运营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沃尔玛中国日前宣布，为配合

沃尔玛中国发展新战略，打造更高效的供应链体系，沃尔玛
位于武汉市新洲区阳逻经济开发区的全新配送中心正式投
入运营，服务范围主要覆盖湖北、江西和湖南，以提升沃尔
玛在中国中部地区的仓储、包装、配送和分拨能力。

沃尔玛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福澜表示，武汉配送
中心启用后，湖北、江西和湖南 3 地的沃尔玛门店将得到更
高效、可靠和有效的物流和配送服务，并减少不必要和低效
的供应链成本。

本报约翰内斯堡电 记者马海亮报
道：今年上半年，南非经济增长乏力，
呈现下滑趋势。据南非统计局发布的最
新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南非 GDP 增长率
为 0.9%，低于去年第四季度 2.1%的增
幅，为 2009 年以来增幅最低的一个季
度。第二季度，南非消费者信心指数由
一 季 度 的 -7 提 高 到 1， 仍 远 低 于 1994
年以来的平均指数 6。过去 3 年里，消
费 一 直 是 拉 动 南 非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因
素，但今年上半年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
明显下降。

上半年，南非进出口贸易增长缓慢。
6 月，南非贸易赤字 7.71 亿兰特，环比减少
33.2 亿兰特。其中，出口 682.1 亿兰特，环
比增长 3.4%，进口 759.2 亿兰特，环比减少

2%。南非贸易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是传
统市场需求疲软。自年初以来，南非兰特
汇率呈持续贬值趋势，一度跌破 10 兰特兑
换 1美元。

6 月份，南非通货膨胀率从 5 月份的
5.6%下降到 5.5%。由于多数商品物价涨
幅适度使南非的通胀压力有所减轻。第二
季度，南非失业率达 25.6%，环比增长 0.4

个百分点，是 2012 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高
水平。由于政府救济金增长减缓和民众偿
债压力增加，找工作的人新增 12.2 万。制
造业和农业就业岗位分别减少了 1.8 万个
和 2.6 万个，但建筑和金融等行业增加就
业岗位 10万个。

南非储备银行最新年度经济报告认
为，由于罢工、兰特贬值、工资增长和管理

成本过高，南非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
力。作为非洲最发达的经济体，南非在
2004 年至 2007 年的 4 年间，经济增长率
平均为 5%。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 2008
年至 2012 年的 5 年间，南非经济增长率平
均略高于 2%。今年下半年，南非经济活动
仍将处于疲软状态，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在
2%左右。

南非经济上半年增长乏力
一季度 GDP 增长率为 2009 年以来最低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
欧洲央行日前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 年，
欧洲银行业一共关闭了 5500家分支机构，
约占欧盟银行分支机构总数的 2.5%。自
2008 年以来，欧盟银行业关闭的分支机构
数量已经超过 2 万家，约占欧盟银行分支
机构总数的 8%。目前，欧盟银行业分支机
构总数仅剩 218687家。

有关数据显示，2011 年是欧盟银行
业关闭分支机构最多的一年，共有 7200
家分支机构被迫关闭。2012 年，在受欧
债危机打击最大的欧元区边缘成员国，银
行关闭的现象最为引人注目。希腊银行
业在 2012 年关闭的分支机构数量最多，
约占该国银行分支机构总数的 5.7%。希
腊本地银行合并导致 219 家银行分支机
构被迫关闭。西班牙银行业在 2012 年关
闭 了 1963 家 分 支 机 构 ，约 占 总 数 的
4.9%。爱尔兰和意大利银行业的分支机
构 数 量 在 2012 年 分 别 减 少 了 3.3% 和
3.1%。相比之下，英国银行分支机构数量
继续保持在 11870 家。

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欧债危机重创
欧盟银行业，迫使欧盟银行业精简机构和
裁减员工。希腊、西班牙等重债国银行业
今后仍可能继续关闭分支机构。

欧洲银行业去年关闭

5500 家 分 支 机 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