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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经济

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德国联邦外贸
与投资署第一总经理贝诺·彭泽博士日前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前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平
稳，不存在“硬着陆”风险。中国是德国重要的经济
合作伙伴，德方对中国扩大在德投资表示欢迎。

彭泽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
原因有二：一是受对外贸易大幅回落的影响，世界经
济疲软和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需求下降。以德国
为例，今年 1月至 5月德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数量就
减少了 4%。二是中国政府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的结
果。中国新一届政府致力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经济转型，因此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彭泽
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打破以往过分依赖出口和投
资的模式，立足于扩大内需。否则一旦外部环境恶
化，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内经济的发展。德国是
出口导向型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彭泽认为，尽管增速放缓，中国经济并不会出现
所谓“硬着陆”的风险。但全球市场萎靡不振和欧债
危机的不确定性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直接影响。同
时，国内地方债务问题和过热的房地产业是中国经
济的潜在威胁。

彭泽说，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
一，德国企业视中国为理想的投资地和出口市场。
当去年大部分外国企业减少在中国投资时，德国企
业在中国的投资却增长了 30%。中国已成为德国
越来越重要的投资来源地。统计显示，2012 年中国
对外投资总额的 19%流向德国。与此同时，去年中
国共在德国投资 98 个项目，项目数量在各国对德投
资中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瑞士。而截至 2011
年，中国在德国直接投资额累计已达 10.93 亿欧
元。其中，汽车与机械制造、电子与半导体、信息与
通信技术等行业最受中国投资者青睐。

彭泽表示，中国在德国投资规模日益增大，一是
说明中国企业资金充足，二是说明中国企业国际化
程度正在逐步提高。对中方而言，德国完善的基础
设施、突出的研发实力、高素质的技术人才以及贯通
东欧、西欧的地理优势，有利于中国企业提高质量、
改进技术，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对德方而言，中国
投资者不仅带来了丰厚的资金，创造了更多就业岗
位，而且有助于德国企业开拓中国市场。中德双方
都可以从中获益，德国对中国扩大投资表示欢迎。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高官：

德国企业视中国

为 理 想 投 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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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的会议纪要显示，美国经济在
今年上半年延续温和增长势头，居民消费
保持缓慢增长，房价上升有利于提高消费
者信心，制造业活动扩张且产能利用率提
高。尽管失业率仍处在高位，但私人部门
持续创造新增就业岗位，长期通胀预期保
持稳定。与今年早些时候相比，委员们对
经济前景的看法似乎略显悲观，认为近期
经济数据“喜忧参半”，美国上半年实际
GDP 增速低于预期。但美联储官员仍预计
下半年经济将加速增长，并在 2014 年和
2015年进一步提速。

就削减购债规模的合适时机，与会委
员仍存在分歧。少数拥有投票权的委员
希望很快削减购债规模，但另有少数委
员强调应耐心等待，谨慎行事，认为在
美联储决定改变资产购买计划前，要评
估更多经济信息。对于就业市场的改善
程度，及通胀率很快回升至 2%目标的可
能性，委员们也存在不同看法。部分拥
有投票权的委员认为，就业市场的改善

幅度已足以令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引入
一种措辞，即在不远的将来缩减债券购
买规模。分析人士称，这次会议纪要给
人的印象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暂时
还是希望根据未来经济数据得出结论。

事实上，美联储也一再表示，何时缩
减购债规模取决于经济数据的表现。美
联储主席伯南克在 6 月份政策会议结束后
表示，如果经济像美联储预料的那样继
续改善，那么就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开
始缩减债券购买规模；如果经济表现继
续符合美联储预期，就将继续削减债券

购 买 规 模 ， 直 至 2014 年 年 中 之 前 彻 底
停止。

会议纪要还表明，美联储正积极考虑
改变所谓的未来政策指引。美联储曾表
示，在通胀率未及 2.5%上限、失业率降至
6.5%之前，将继续把短期利率维持在接近
于零的水平。整体而言，在 7 月份的会议
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者们认为最好
保持现有门槛不变，只有少数官员愿意考
虑今后降低 6.5%的失业率门槛。一些官员
们担心，一旦降低门槛会破坏美联储的信
用度及未来政策指引的有效性。

受 美 联 储 公 布 货 币 政 策 会 议 纪 要 影
响，美元 21 日对多数主要货币汇率上涨。
但是股票市场在这份会议纪要发布后显得
有些“晕头转向”：道琼斯指数一度重挫
122点，然后很快收复了一半跌幅，紧接着
再次下跌、又再次反弹，最后在接近大盘
中低点的位置为这个大幅震荡的交易日画
上了句号，收盘下跌 105 点，至 14897.50
点，跌幅 0.7%。这是道指自 7 月 3 日以来
首次收于 15000点以下。

一些交易员最初对道指应声下跌的反
应 感 到 十 分 意 外 。 但 市 场 分 析 人 士 认
为，下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议息会
议将于 9 月 17 日至 18 日举行，因此 9 月
和 12 月可能是美联储宣布缩减量化宽松
规模的理想时间。但美联储已经多次强
调 ， 相 关 决 策 将 取 决 于 未 来 经 济 数 据 。
因 此 ， 在 美 联 储 作 出 重 大 紧 缩 决 定 之
前，市场将密切关注那些即将公布的数
据 ， 其 中 包 括 数 周 后 公 布 的 月 度 就 业
报告。

□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何 时 退 出 量 化 宽 松 ？

美联储：还得再看看！
21日公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例会纪要显示，美联储

对何时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仍持观望态度，具体退出时间表

有赖于经济数据的进一步改善。未来数周公布的重要经济数据成为市

场关注焦点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亚洲开发银行
（亚行）在最新发布的《2013 年亚太地区关
键指标》报告中指出，亚洲国家要实现繁荣
并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工业化是实现增
长必不可少的要素。报告强调，制造业对于
高效的服务业、技术创新和现代农业具有关
键作用。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李昌镛表示：

“历史上没有任何经济体能够在制造业产值
和从业人数总体占比持续低于 18%的情况
下，迈入高收入国家之列。”

报告指出，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
坡、中国台湾等经济体通过迅速实现工业化
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中国大陆、马来西亚
和泰国等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则相对缓
慢。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进程则更加缓慢，新增制
造业就业岗位不多，正在由农业向服务业转
移。报告显示，工业在亚洲并未占据领先地

位。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服务业产出占比最
高，农业仍然是最大的就业部门，是 7 亿人
口的收入来源。

报告分析认为，区域多样性意味着亚洲
各经济体需要由不同的政策优惠来推动转
型。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
家，农业现代化是重要任务。对于严重依赖
劳动密集型行业或正在避开工业化阶段的
中等收入经济体来说，要重点着眼于产业基
础升级。对于这些国家，要实现产业多样
化，降低经济结构转型的路径依赖性，高质
量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小岛屿经济
体，工业化可能并不具有成本效益，在特定
服务业细分市场上具备竞争力是发展的关
键。李昌镛认为，当前，由于亚太区域内服
务业繁荣，避开工业化阶段似乎很有吸引
力，但对于期望走上繁荣之路的国家而言，
这将是一个严重的误区。

本报纽约电 记者张伟报道：美银美林
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8 月份投资者对
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显著改善，投资者
信心升至近 4年来最高水平。

这项由美银美林所作的月度基金经理调
查报告显示，预计未来 12 个月全球经济将加
速增长的基金经理比例从 7 月份的 52%上升
至 8 月份的 72%。调查还反映出企业利润前
景更加光明，预计未来一年每股收益将上升
的受访者人数比重达到 43%，创 2011 年年初
以来最高水平，有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预计
未来一年的每股收益将实现两位数增长。

该调查还显示，围绕中国经济出现硬着
陆的担忧情绪有所消退，预计中国经济增速
将 放 缓 的 受 访 者 比 重 从 上 月 的 65% 降 至
32%。基金经理们正在减持新兴市场上的消
费类股，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和原材料
类股的预期则变得更加乐观。

亚行关键指标报告指出——

制造业是亚洲繁荣必经之路
美银美林调查显示——

投资者信心升至近 4 年来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