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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经济

中乌关系迎来新的里程碑
——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张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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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必须在 10 月 1 日开始的 2014 财
政年度到来之前，与国会就新财年的政府
开支预算达成一致，同时提高债务上限。
但是随着这一期限的临近，民主党当家的
白宫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仍在各说
各话，并未出现相互妥协的迹象。

本周一，美国财长雅各布·卢称，预
计将于 10 月中旬触及债务上限，美国政
府届时将无法继续贷款，也没有足够资金
继续偿还债务。他已致函众议院议长博
纳，要求共和党同意提高债务上限。

但是，博纳的回应是时机未到。博纳
重申，提高债务上限的条件是削减支出，
以及改变其他预算。他说：“我在这里所
作的事情就是利用政治程序寻求更多的改
变。我们将面临一场大规模的争论。”博
纳预计，这场债务上限的斗争将会是“难
看的”，并且会坚持到最后关头。

白宫和国会之间就税收和开支等问题
的激烈争论场面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以
来经常上演。白宫提出对富人增税的建议
遭到国会共和党的极力反对，而共和党希
望削减国内项目。双方常常将谈判拖延到

最后一刻才达成协议以解决开支的燃眉之
急。但是，奥巴马和众议院领袖迄今无法
就更为广泛的经济改革达成一致，尤其是
税制改革、老年人退休金以及贫困人口和
退休者医保等问题。如果白宫和国会无法
就预算案和债务上限达成妥协，美国政府
可能会因丧失清偿能力而被迫部分关闭。

美国联邦政府今年的财政赤字虽已显
著 收 窄 ， 但 预 计 本 财 年 仍 将 达 到 大 约
6000 亿美元。早在 5 月，美国联邦政府
的举债额度就已触及约 16.7 万亿美元的
法定上限。数月来，美国财政部一直采取

临时性措施为政府挤出举债空间。博纳曾
呼吁出台短期协议，以保证政府可以在
10 月 1 日前持续运营。但是他说，任何
提高债务上限的建议必须辅以更多减支措
施。一些共和党人提议推翻将于今年 10
月全面生效的医保法案，以减少开支，此
举遭到奥巴马和民主党人强烈反对。

奥巴马曾在 7 月下旬批评众议院共和
党人提高美国债务上限所提削减开支的要
求，试图为 9 月国会就政府预算和债务上
限问题进行的辩论定调。他在佛罗里达州
的政策演讲中指责共和党人在支付国家债

务的问题上“逃避责任”，拒绝为教育、
能源和研究投入必要经费。而博纳则反唇
相讥，声称奥巴马的那些方案是“老调重
弹”，并威胁要和奥巴马摊牌。

2011 年夏天，白宫与国会在债务上
限问题上的僵局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
虽 然 双 方 最 终 就 上 调 债 务 上 限 达 成 协
议，但是代价高昂，标准普尔将把美国
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顶级的 AAA 级下调
至 AA+级。

标普和穆迪不久前将美国的主权信用
评级展望从负面上调至稳定，主权评级分
别定为 AA+和 AAA，预计债务上限的争
论不会对美国的主权评级构成影响，除非
美国国会在截止日之前未能谈妥相关事
宜。惠誉此前表示，美国债务的预期水平
略低于他们此前的观点，财政基本面形势
恶化造成降级的局面不太可能发生，仍旧
维持负面的前景展望评级。

全球债券投资巨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
司 （PIMCO） 日前针对美国债务上限问
题警告称，美国经济已经无法承受更多不
确定性的冲击。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欧盟统计局日前
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7 月，欧元区和欧盟工业生产
者价格指数同比分别增长 0.3%和 0.4%，环比分别增长
0.2%和0.8%。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 7 月，欧元区和欧盟扣除能源部
门的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基本未变，能源部门价格指
数环比分别增长 0.8%和 1.2%，非耐用消费品价格指数环
比均增长0.2%，资本货物价格指数环比基本未变，欧元区
耐用消费品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欧盟耐用消费品价格
指数环比基本未变。

本报维也纳电 记者谢飞报道：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佩克） 秘书处公布的最新油价信息，上周欧佩克市场
监督一揽子周平均油价报收于 110.85 美元/桶，较前一个
交易周大涨 3.32美元/桶。

受叙利亚局势动荡影响，上周国际原油市场价格呈现
大幅波动。特别是 8 月 28 日，受美国等国家可能对叙利
亚实施军事打击的消息影响，当天欧佩克油价较前一个交
易日大涨 2.97美元/桶。

30亿美元

亚太酒店投资交易额创新高

本版编辑 徐惠喜 李春霞 连 俊

本报乌鲁木齐 9 月 3 日电 记者周剑

报道：第三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亚南亚
商协会合作论坛今日在乌鲁木齐举行。
论坛主题为“加强合作，促进发展”，来
自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
奥地利、意大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
区的工商界代表及驻华使节出席并参与
专题讨论。

与会代表分别就新形势下的商协会合
作与发展，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共同应
对贸易风险和挑战，以及促进区域经济一
体化等问题进行探讨。论坛通过了 《乌鲁
木齐共识》。共识指出：一、发扬国际商
会倡导的自由贸易精神，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为国际经贸活动的良性发展营造和谐
环境；二、积极促进本国、本地区进出口
贸易平衡发展；三、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
乏力的情况下，努力推动自身经济发展，
为中亚、南亚经济的全面复苏做出贡献；
四、增进彼此间友谊，加强互惠交流与合
作，积极引导中亚、南亚各国企业间开展
经贸往来与合作。

论坛期间，新疆贸促会还与伊朗伊中
商会签署了多项合作备忘录。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乌兹别克斯坦
前夕，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张霄接受
了经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驻中亚
记者联合采访。他说，这是习主席首次访
乌，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经历深刻复杂
变化的大背景下，中乌关系面临新的突
破，处在重要的历史节点，此访对于全
面规划未来 10 年乃至更长时期内中乌关
系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
务实合作，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与发展都具有重大战略与现实意义，无
疑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史上重要的标志
性事件和新的里程碑。访问期间，两国
领导人将就国际地区形势和重大问题、
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等深入交换意见，发
表、签署一系列重要文件，将中乌世代
友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相信此访

期间达成的重要政治成果和丰富的合作
内容必将继续引领双边关系未来发展，为
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将中乌关系提升到新的发展水平。

在谈到中乌合作现状时，张霄大使指
出，自 1992 年 1 月两国建交以来，中乌关
系始终保持了健康稳定的发展势头。双方
高层交往日益密切，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安
全合作卓有成效，务实合作成果丰硕。2012
年中乌双边贸易额达到28.75亿美元，创历
史新高，自乌过境的“中国—中亚”天然气
管道运营顺利，中乌工业园等一大批合作
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两国贸易结构也正
从以前单纯的资源贸易向非资源和投资
领域拓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乌已列
入中国旅游目的地国，第二家孔子学院在
乌开设在即，中乌友好深入人心，两国世

代友好的社会基础稳固。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自 2012 年中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关系实现战略升级以来，中乌各领域
合作呈现井喷式发展态势。据中方统计，
今 年 1 至 6 月 两 国 经 贸 额 为 21.04 亿 美
元，增幅高达 52%，目前中国对乌投资总
额已逾 40 亿美元，中国已成乌第二大贸
易伙伴国、第一大投资国、第一大棉花买
家、第一大电信设备和土壤改良设备供应
国。为了深化合作，两国领导人已确立了
到 2015 年实现双边贸易额 50 亿美元的目
标。双方将继续秉持共识，互尊互信，
平等相待，始终致力于深化和发展两国
友好关系，推动中乌关系向更高水平、
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发展，更好地造福
于两国和两国人民，推动地区和平稳定
与共同繁荣。

张霄大使认为，加强人文合作对于增
强中乌民众间的相互了解具有重要意义。
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在教育、文化、科
技、体育、旅游等人文领域合作不断加
强，团体互访日益频繁。双方签署了旅游
合作协议，中国已将乌列为旅游目的地
国。2011 年 10 月，中乌建立了政府间合
作委员会机制，并在其框架内组建了人文
合作分委会，成为统筹、规划、协调、指
导双方人文合作的重要平台。针对两国民
众相互间了解仍然不够的现实情况，中乌
两国政府解放思想，开拓思路，以两国建
交 20 周年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
开展了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拉近了中乌
人民的心理距离，使中乌人文合作与交流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巩固了两国世代友好
的人文与社会基础。

美国“债务上限”博弈卷土重来

美国国会将于9月9日结束暑期休会，民主党和共和党围绕新财政

预算和债务上限问题的博弈即将重新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开支正在日

益接近16.7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并可能在10月中旬失去举债授权。

若不能及时解决债务上限问题，将对美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最 新 发 表 的

《2013—2014 年 全 球 竞 争 力 报
告》显示，中国排名第 29位，与上
年持平。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
市场规模、创新和劳动力市场效
率等指标得分较高。在金砖国
家中，中国的竞争力最强，领先
于南非（第 53 位）、巴西（第 56
位）、印度（第 60位）和俄罗斯（第
64 位）。新加坡是全球竞争力排
名第二的经济体，仅次于瑞士。
在 148 个参与排名的经济体中，
进入前十位的亚洲经济体还有
中国香港（第 7 位）和日本（第 9
位）。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中，马
来西亚的竞争力最强（第 24 位），
印尼的排名跃升了 12 位排在第
38 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全球
竞争力最薄弱的一些经济体也
位于亚洲，包括孟加拉国（第 110
位）、尼泊尔（第 117 位）和巴基斯
坦（第 133位）。

芬 兰 排 在 瑞 士 、新 加 坡 之
后，位列第三。德国（第 4 位）的
排名上升了两位，美国则扭转了
连续四年下滑的势头，上升了两
位，排名第五。瑞典（第 6 位）、荷
兰（第 8 位）和英国（第 10 位）的
排名都有所下降。

在向市场推出创新产品和
服 务 方 面 ，美 国 依 然 领 先 于 全
球。美国的排名上升，主要是因
为人们认为美国的金融市场有
所完善，民众对于公共机构的信
心也有所回升。但是，人们依然
非常担心美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性，而美国的这项指标在 148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117位。
卡塔尔（第 13 位）的竞争力在西亚国家中排名最高，随

后是首次跻身前二十名的阿联酋（第 19 位）和沙特（第 20
位）。以色列排名第 27位，巴林（第 43位）和约旦（第 68位）
的排名也都有所下滑。

“一个经济体要想在未来实现繁荣，创新就显得愈为关
键。”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表示，

“我预计‘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传统界限将逐步消
失。相反，我们会更多地使用‘创新丰富’和‘创新贫乏’这
样的标准来区分这些国家。因此，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的
领袖必须携手合作，共同打造能够培育创新能力的教育体
系和环境。”

世界经济论坛发表全球竞争力报告
中国排名第二十九位

亚洲各国竞争力参差不齐

本报讯 记者李春霞报道：仲量联行日前发布的亚太
地区酒店投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亚太酒店投资市场的
交易额达到 30 亿美元，同比上升 79.7%，达到自 2007 年以
来半年期交易额的峰值。其中，亚洲 12 个国家中共有 60
笔交易。报告预测，亚太地区今年的酒店交易额将上升至
55 亿美元，其中日本酒店投资交易额达 8.03 亿美元，中国
6.65亿美元，新加坡 3.97亿美元，澳大利亚 3.37亿美元。

□ 本报驻中亚记者 李垂发

9 月 3 日，在马绍尔群岛共和国首都马朱罗，一名行人从国际会议中心前走过。当日，第 44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在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首都马朱罗开幕。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闫海防报道：日本企业
借日元贬值的优势，经营状况迅速好转。
好转后的日本企业并没有将利润用于提高
职工工资，而是投向科研开发。

据日本有关机构日前对近 300 家大
企业调查，经营状况好转后增加科研经
费 的 企 业 占 43% ， 更 新 设 备 的 企 业 占

18%，而提高职工工资的企业接近零，
反映日本企业高度重视科研开发和技术
创新。

调查表明，300 家大企业今年科研经
费预计平均增长 5.4%，超过 2012 年 4.3%
的水平，为连续 4 年保持增长。科研经费
最多的前三名均为汽车企业。排名第一的

是丰田公司，科研经费为 9000 亿日元，
增长 11.4%。第二名是本田公司，科研经
费为 6300 亿日元，增长 12.4%。第三是
日产公司，科研经费为 5080 亿日元，增
长 8.11%。其他依次为松下，索尼、日
立、东芝、武田制药和佳能。

从科研项目看，日本汽车企业集中开

发 燃 料 电 池 技 术 。 丰 田 已 经 宣 布 将 在
2015 年推出新型燃料电池汽车，其节能
和环保性能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日本
机电和电子企业的开发方向是蓄电池技
术和智能供电网，大容量蓄电池一旦实
现商业化，将广泛用于各种机电和电子
设备，适用于新能源的利用和居民的节
能生活。智能供电网技术的开发成功可
以大幅节约电能。

日本是全球最重视科研开发的国家
之 一 。 2011 年 科 研 经 费 达 17.3 万 亿 日
元，在发达国家中名列第一。其中，国
家科研经费不足 20%，而 80%是企业的
科研经费。

日本企业大幅增加科研投入
300家大企业科研经费增长 5.4% 连续 4年保持增长

（上接第一版）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应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
哈梅多夫、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
扎尔巴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卡里莫夫、吉尔吉斯
共和国总统阿坦巴耶夫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3 日上午乘
专机离开北京，将先后对土库曼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出席在
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对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
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陪同习近平主席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国务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中
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