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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斐济大使黄勇在接受《经济日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斐济是南太平洋地区
重要国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太平
洋岛国。今年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将两国重
要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黄勇说，中斐关系近年来持续平稳发
展，目前呈现出更趋积极的态势，两国在政
治、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全面推
进、不断深化，两国关系正迎来新的历史发
展机遇。

目前，两国经济合作持续加强。1976
年，中斐双边贸易仅为 230 万美元，2013
年中斐贸易额达到3.04亿美元，30多年间
翻了 130 多倍。斐济成为中国在太平洋岛
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斐济第
五大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随着斐济投资
环境和条件的逐步改善，中国前往斐济投
资的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目前在斐济从

事经营活动的中资企业已达30多家，涵盖
工程承包、矿产资源开发、旅游、渔业、制
造、通信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年 4 月，中国
对斐直接投资累计达 1.9 亿美元。另外，中
国企业在斐承包工程的规模和数量也在逐
年增长，截至今年4月，中国企业在斐累计
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达 6.4 亿美元，实际
完成营业额8.6亿美元。

在深化经贸合作的同时，中国对斐援
助持续增长，为中斐长期战略合作打下了
坚实基础。2013 年中国对斐援助约 1979
万美元，在斐所有外援国中位列第二。中国
援建的纳务瓦医院及公租房年内顺利竣
工，索摩索摩小水电站、菌草示范及技术合
作中心、北岛农业发展、公路升级改造等项
目稳步推进，为改善岛国生活水平发挥了
实实在在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斐人文、军事和警务等务

实合作也全面展开。2014年“欢乐春节”品
牌在斐一炮打响，首届“广场文化日”等活动
在斐民众中成功掀起一阵阵“中国热”。中国
影视节目在斐成功落地，孔子学院被纳入
南太大学母体教学体系，成功吸引 500 多
名公职人员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另外，中
国每年向斐提供政府奖学金、对斐各级官
员培训、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务船成功访
斐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对斐警用物
资援助、军事培训交流活动等，皆受到斐各
界热烈欢迎。

黄勇最后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到访
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正式访问太平洋岛国
地区，也是首次与太平洋地区所有建交岛
国领导人会晤，是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关
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事，必
将推动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关系迈上新
台阶。

中 斐 迎 来 发 展 新 机 遇
——访中国驻斐济大使黄勇

□ 本报记者 王 涛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沙特王国控股
公司总裁瓦利德亲王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目前在
建的世界最高建筑——吉达王国城王国塔项目地基工
程已经完成，预计整个项目将于2018年竣工。

届时，造价高达 750 亿里亚尔的王国城将可容纳
18 万居民。瓦利德并未公布王国塔的最终高度，但据
猜测可能达1200米至1300米。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
会（RICS）日前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与房地产及相
关服务领域国际组织携手，共同发起成立房地产业国
际道德标准联盟，商讨编制房地产行业的国际道德准
则（IES）。该准则旨在建立全球统一的房地产业道德
标准，提高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透明度和专业人员素
养，从而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全球住宅项目总监皮特·金
介绍说，国际道德标准联盟将于明年初成立一个独立
的专家小组，负责起草房地产业国际道德准则，并举行
公众听证。根据计划，该道德准则将于 2016 年初正式
出台。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刘键报道：匈牙
利国家银行日前发表报告指出，近年来匈牙
利经济的“不平衡增长”局面得到明显改善，
但仍需采取进一步措施，使经济步入可持续
增长轨道。这份报告预测，按照当前的投资态
势，匈牙利经济可长期保持 2.5%左右的增长
水平。如国内投资达到 25%的增长幅度，经济
则有 3.5%至 4%的增长潜力。

这份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
匈牙利适时改变了经济增长模式。危机之前
积累的债务长期制约国内需求，经过结构调
整，匈牙利经济从 2011 年起逐步好转。匈
牙利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刺激就业，并通过实
行新的 《劳动法》 改善劳动力市场的灵活
性。目前，匈牙利的劳动力就业已经回升到
危机前的水平。同时，经过数年的低迷，匈
牙利国内投资在 2013 年出现反弹，今年的
投资力度更加强劲。

这份报告认为，匈牙利目前的劳动力和
资本利用效率仍然较低，成为长期以来经济

“不平衡增长”特征的主因。报告指出，只
有彻底改变国内经济参与者的行为模式，才
能扭转局面，而增强企业的生产效率是提高
国内投资和融资能力的重要前提条件。

匈牙利“不平衡增长”

局 面 得 到 改 善

日本政府公布今年三季度的经

济统计数据后，在日本社会引发了

“ 地 震 ”。 日 本 首 相 安 倍 晋 三 从 澳

大利亚返回后即与执政的自民党和

公明党展开高层会谈，并立刻召开

“经济财政咨询会议”。随后，安倍

举行记者会宣布，将消费税增税计

划推后 18 个月，同时研究启动紧急

经 济 对 策 ，阻 止 经 济 进 一 步 下 滑 。

为验证“安倍经济学”的人气指数，

安 倍 决 定 近 期 解 散 国 会 ，举 行

大选。

今年 4 月份以来，连续两个季度

的负增长给日本社会罩上了一层悲

观情绪。安倍政府和日本央行为振

兴经济已经投入巨额资金，但经济形

势却每况愈下，已经滑至衰退的边

缘。经济形势恶化严重影响人们的

心理预期。在这种悲观情绪的影响

下，消费会更加低迷，企业将削减投

资，整个经济有可能进入紧缩状态，

导致陷入长期萧条。

为挽救经济，提振信心，日本政

府决定推出紧急经济对策，包括短

期和中期应对措施。短期对策包括

编制 2014 年补充预算，规模大约在 3

万亿日元左右，低于前几期的救市

措施。据政府人士透露，补充预算

将着眼于刺激消费，其中包括给运

输和渔业行业直接增加燃油补贴，

向低收入群体发放商品券，为购买

环保住宅者提供优惠，继续维持高

速公路的打折收费措施等。中期对

策主要是计划在明年开始调低企业

的法人税，鼓励企业加大投资。同

时，要求企业提高职工工资，增加职

工的实际收入。

从已经披露的经济对策看，多项

措施缺乏足够的力度。首先，3 万亿

日元的财政投入十分有限，提振经济

的作用令人质疑。其次，个人消费低

迷有结构性问题，涉及职工工资和实

际收入下降，日元贬值导致进口物价

普遍上升，消费税增税的冲击和日本

消费者消费欲望降低等多重负面因

素，通过短期措施很难消除。安倍内

阁推迟提高消费税，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消费者的压力，但安倍同时表

示仍将在 2017 年提高消费税率。日

本政府的长期政策是通过不断提高

消费税解决日本财政亏空问题，这就

成为压在日本消费者心头上的一块

巨石，使人们不敢消费或者为未来而

节俭消费，消费市场的冷清就难以

根治。

此外，在日本经济的关键时刻，

日本政治却陷入混乱。解散国会和

举行大选将严重影响政府对经济的

调控能力和效果，迟滞紧急经济对策

的出台和落实。一旦安倍所在的自

民党选举失利，日本政局将更加动

荡，经济对策恐被搁置，进而导致企

业和居民的心理预期恶化。未来几

个月，经济影响政治、政治冲击经济

的状况将给日本经济的走势增添更

多变数。

日本经济濒临恶性循环

□ 闫海防□ 闫海防

本版编辑 毛 铁 周 剑

加拿大多伦多市日前举行第 110 届圣诞大游行，21 支乐队、31 辆花

车及数千人的游行队伍吸引了众多观众观看。图为一辆以玩具火车为

主题的花车在游行中亮相。 新华社发

沙特完成世界第一高塔地基

房地产业道德标准联盟成立

本报纽约电 记者张伟报道：联
合国人口基金会日前发布的《2014
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称，拥有众多
年轻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潜力
巨大，但前提是要针对青年人的教育
和健康重点投资并保护他们的权利，
潜在的经济腾飞可以通过“人口红
利”得以实现。

这份报告认为，一个国家的劳动

适龄人口数量大于非劳动人口时便
构成这种“人口红利”。若要最大限
度地分享这一红利，各国必须确保他
们的青年劳动人口具备通过就业和
劳动获得收入的能力。对于劳动年
龄人口大于需要得到照顾人口的国
家而言，应充分利用人口优势，提高
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这还能使千百
万人脱离贫困。

《报告》指出，上个世纪 50 年代
和 60 年代，东亚部分经济体在培养
年轻人的能力、扩大自愿计划生育方
面投资巨大，从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经济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可效
仿东亚模式，发掘青年潜力。若措施
得当，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年从

“人口红利”中获利将达 5000 亿美
元，这一趋势将持续 30年左右。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报告称

发展中国家年轻人潜力有待开发

应 斐 济 总 统 奈 拉 蒂应 斐 济 总 统 奈 拉 蒂

考考 、、 总 理 姆 拜 尼 马 拉 马 的总 理 姆 拜 尼 马 拉 马 的

共 同 邀 请共 同 邀 请 ，， 中 国 国 家 主 席中 国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习 近 平 1111 月月 2121 日 至日 至 2323 日 对日 对

斐 济 进 行 国 事 访 问斐 济 进 行 国 事 访 问 ，， 并 将并 将

与 建 交 的 太 平 洋 岛 国 领 导与 建 交 的 太 平 洋 岛 国 领 导

人会晤人会晤。。

在 习 近 平 主 席 即 将 来在 习 近 平 主 席 即 将 来

访 之 际访 之 际 ，， 中 国 驻 斐 济 大 使中 国 驻 斐 济 大 使

黄 勇 在 斐 济 首 都 苏 瓦 接 受黄 勇 在 斐 济 首 都 苏 瓦 接 受

了了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 记者专访记者专访

0.2%

美 10 月份生产物价指数上升
本报讯 记者高伟东 张伟报道：美国劳工部日

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 10 月份生
产者物价指数(PPI)环比上升 0.2%，市场预期为环比下
降 0.1%；扣除食品及能源，10 月份核心 PPI 环比仅上
升 0.1%，表明美国通胀压力仍较温和。

数据显示，美国 10 月份服务价格环比上升 0.5%，
为 2013 年 7 月来最大升幅；货物价格环比下降 0.4%，
其中食品价格环比上升 1.0%，为 3 个月来首次上升，
能源价格环比下降 3.0%，连续 4 个月下滑。在截至 10
月份的 12 个月时间里，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升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