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版
2013年12月11日 星期三

环球经济

本版编辑 梁图强 连 俊 周 剑

本报讯 记者李红光报道：渣打银行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渣打人民币环球指数 10 月份升至 1220，环比
上升 2.4%。

渣打银行分析认为，在离岸人民币存款增加的带动
下，离岸人民币活动在经过第二季度末和第三季度初有所
放缓后，开始重拾增长动力。受益于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
境内企业向其境外公司发放跨境贷款活动的影响，离岸人
民币存款将在未来几个月继续增加。此外，渣打银行表
示，受惠于市场近期推出的人民币清算服务，伦敦人民币
跨境支付活动预计持续增长，企业可直接获得人民币清算
服务及资金。

本报讯 记者陶杰报道：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的出口数据显示，在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对石油和电子产
品需求增长的带动下，马来西亚今年 10 月份的出口增长了
9.6%，远远高于此前专家预测的 5.9%的增长率。这也是马
来西亚出口自今年 7月份以来连续第四个月增长。

当地分析师认为，10 月份出口的强劲表现为马来西
亚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好兆头，显示出口增长继
续延续了经济复苏的发展趋势，有望带动第四季度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达到 5.3%的目标。据悉，马来西亚今年 1
月至 10 月的总贸易额为 1.132 万亿林吉特，年比增长了
3.4%，贸易盈余为 514.8 亿林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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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今年 10 月份出口总额达 991
亿欧元，同比增长 0.6%，环比增长 0.2%，出口额创下
单月历史新高。

非欧元区欧盟国家对德国商品的强劲需求成为本月
德国出口贸易的有力支撑。10 月份，德国向欧盟国家
出口额同比增长 2.1%，其中向非欧元区国家出口增长
6.2%，向欧元区国家出口则减少 0.1%。此外，向欧盟
以外国家的出口同比减少 1.3%。统计数据还显示，德
国 10 月 份 进 口 总 额 为 812 亿 欧 元 ， 进 口 同 比 减 少
1.6%，环比增长 2.9%，外贸盈余为 179 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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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内瓦 12 月 10 日电 记者陈建

报道：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9 日发布的
《2013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报告，2012
年世界专利申请量增长 9.2%，是过去 18
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中国首次成为居民
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则连续第二年成为受理专利申请量最
多的主管局，从而对世界专利申请量的增
长发挥了关键作用。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世界
专利申请量增长率曾一度下挫至 3.9%，

之后开始回升。该报告显示，2012 年全
世界专利申请量约为 235 万件，其中居民
申请量为 151 万件，非居民申请量为 83
万件。全球专利申请量的三分之二通常
来自高收入国家。但 2012 年欧洲的专
利申请情况有升有降，其中德国和英国
在 申 请 数 量 上 分 别 增 加 了 3.2% 和
4.4%，但是法国下降了 0.7%，意大利更
是下降了 4.2%。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中
国和印度的居民专利申请量排名进入了世
界前 20位。

根据该报告，中国专利申请量的强劲
增长对世界作出了最大贡献。2012 年，
中国专利申请量比上一年增长 24%，增长
率列全球首位，专利申请量占到世界专利
申请总量的 28%。其中，中国居民专利申
请量达到 56.1 万件，超过日本和美国，
首次在世界各国中占据榜首。中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申请 65.3 万件，连
续第二年位居受理量最多的主管局，并且
首次在四类知识产权 （专利、实用新型、
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 的申请数量上全

都占据第一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

高锐指出，在全世界前五大知识产权局
中，只有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所有四种知
识产权的申请量均呈现两位数增长，中国
申请量的持续快速增长是全球知识产权申
请量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负责人加利表示说：“整体来说，专利申
请通常与经济表现相吻合。具体说，中国
仍然属于发展中状态，目前中国也在这个
领域继续发展。”

□ 本报驻东京记者 闫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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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于去年四季度走出谷底，今
年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一季度同比增长
4.3% ， 二 季 度 增 长 3.8% ， 三 季 度 增 长
1.9%，四季度估计仍保持正增长。预计
全年增长率在 2%至 3%之间。

今年日本经济增长的突出特点是政府
宏观政策影响十分突出。日本新任首相安
倍上台后，坚持“拼经济”的路线。日本
首先撤换央行总裁，启用和安倍思想相近
的黑田东彦掌管央行。黑田就职后顺应安
倍的意图，立刻提出史上最大规模的量化
宽松政策，几乎是无限制地投放货币，大
量增加市场上的流动性。此举对刺激经济
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企业生产恢复，
股市迅速升温，日元汇率下降，出口迅速
增加。与此同时，安倍又突破前任内阁将
预算总额控制在 70 万亿日元以内的限
制，超额编制预算，并先行推出高达 13
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尽快让资
金进入公共投资领域，以期通过扩大公共
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安倍随后又推出所谓

“第三支箭”，组织专家学者和各行业代表
研 究 制 定 着 眼 于 长 期 的 “ 经 济 增 长 战
略”，其中包括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产业升
级政策，取消限制的“战略特区”政策，
鼓励企业投资的减税政策和扩大规模的重

建农业政策等。特别是安倍内阁不顾国内
的反对，决定参加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
略经济伙伴关系(TPP)谈判，期望通过提
高区域自贸合作水平，促进国内经济增
长，占据国际贸易的制高点，进而为日本
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在一系列宏观政策的推动下，日本经
济增长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出口和个人消
费为先导，整体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增长
速度加快。今年以来，日本政府采取的诱
导日元贬值政策对扩大出口发挥了积极作
用。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中，出口的贡
献率非常明显，与出口相关的行业如汽
车、电子、家电、机械等均出现快速复苏
的景象。日本经济复苏历来由出口作为先
导，这反映了日本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
赖。此次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向滞后的个
人消费也先热起来，主要表现在高档消费
品和奢侈品市场的快速升温。据媒体调
查，消费主体大都是股票投资者，表明日

本央行通过增加市场流动性刺激经济的举
措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作用。此外，过剩的
资金还流入房地产市场，使低迷数十年的
房地产市场出现一抹亮色。

今年日本经济企稳回升中仍暗藏隐
患。首先，超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是一把

“双刃剑”，虽然可以很快刺激投资和市
场，但也容易造成“虚假繁荣”。三季度统
计中个人消费增速大幅下降，说明股市热
得快，凉得也快，依靠股市刺激消费的政
策不可能持久。其次，目前日本经济增长
主要依赖政府的公共投资和汇率政策，尚
未过渡到民间需求的拉动，企业投资依旧
谨慎，个人消费缺乏后劲。日本经济形势
目前出现“两极化”：大都市、大企业、出
口行业形势较好，但地方城市、中小企业
和部分内需型行业仍步履维艰。据统计，
第二季度大企业盈利增加 49.7%，而中小
企业盈利却下降了12.5%。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物价动向。日本

央行为治理通缩，提出两年内将通胀率提
高到 2%的水平，为此采取了扩大基础货
币等系列措施。最近几个月日本物价明显
上涨，但物价上涨与央行政策的关联性令
人存疑，而更主要的是日本调整能源政策
所致，即日本大地震后停运了几乎所有核
电站，为此不得不大幅增加原油和天然气
的进口，而今年国际能源不断涨价，同时
日元贬值，因此油气进口价格大涨。油气
是上游产品，油气涨价必然波及所有下游
产品。今年以来，和居民生活相关的电
力、燃气、汽油、交通等价格普遍上扬，
同时农副产品、乳制品、肉类、水产品等
也轮番涨价。这种基本生活价格持续上涨
的状态明显属于“坏通胀”，将对日本经
济的发展造成长期不良影响。

明年日本经济的最大“看点”是消费
税。明年第一季度仍能保持较高增长，但
4 月份提高消费税后，经济很可能出现大
幅下滑，许多经济专家预测其二季度可能
陷入负增长。为挽救经济，日本政府已经
准备了 5 万亿日元的救市措施，其手段是
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日本央行也
暗示将进一步放宽金融政策。届时，日本
能否顺利度过消费税带来的经济退潮，重
新进入复苏轨道，世人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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