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凯投国际咨询公司经济学
家朱利安：7%的增长数字出乎意料，
超出了大多数机构的预测。从统计数据
可以看出许多积极迹象，中国经济各个
领域仍然存在普遍的增长动力，应该可
以认为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较低的
增长率是一种新常态，也是中国政府主
动调控的结果。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好于
预期，可能与中国政府为改善融资条件
而推出的各项宏观调控有关。这个令人
乐观的数据太重要了，可以说是为中国
正在开展的一系列经济调整转型作出有
力的担保。中国寻求在较低的经济增长
速度这个新常态下，努力提高消费水
平，通过减税、降息等措施保证经济平
稳增长。

当 然 ， 今 后 面 临 的 困 难 也 不 少 。
出口不足，导致工业生产仍然疲软，
房地产未恢复，地方政府的支出增长

也很缓慢。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然是
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支柱。今后，金融
服 务 业 将 发 挥 更 大 的 作 用 ， 目 前 占
GDP 的比重已经从去年的 0.7%增加到
今年的 1.3%。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亚太部经理
克 里 斯 蒂 娜·奥 特 ：中国经济“新常
态”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率放缓。今年上
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这
一数据的取得主要得益于第三产业的快
速增长和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改革措施。
从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政府今
年 7%的全年增长目标有望实现。政府 5
月份以来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效
果将在今年三季度集中显现。中国政府
促进内需和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措施已经
取得成效。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49.5%，高于第二产业
5.8 个百分点。同时，消费成为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尽管其潜力还有待进一
步发掘。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名义增长 10.4%，明显高于整体
经济增长速度。尤其网上零售额同比增
长 39.1%。但中国信贷规模的大幅增长
以及内部市场疲软导致进口大幅回落等
问题也需引起重视。

法 国 巴 黎 银 行 分 析 师 帕 斯 卡 勒 ：
中国二季度经济表现较好，与市场预
期判断基本保持一致。对中国政府今
年以来采取的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整与
刺激措施表示赞赏，并预计中国政府
将继续采取宽松经济政策，具体表现
为刺激内需与贸易增长。虽然近期中
国股市出现大幅波动，但政府对市场
秩序的及时积极维护稳固了投资者信
心。由于希腊债务纠纷解决与伊朗核
谈判均在近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
际金融市场短线看好，这将有利于中

国在下半年增加外贸出口。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陈刚：总体上，中国宏观经济还是比较
稳定的，基本实现了政府预期。从中也
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转型还是比较明
显的，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增长仍然
高于平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
速。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比较快，说明转
型还是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另外，中国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

英国华威商学院教授卡迈勒·迈拉
赫：在中国，经济指标都指向一个放缓
但是稳定和更可持续的增长，这一过程
将持续几年。中国经济具有韧性，足以
抵御经济结构再平衡过程当中导致的经
济波动，但这也取决于政府能够有力推
动一些意义深远的改革，以便为未来的
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综合本报及新华社电）

海外经济学家热议中国上半年经济数据认为——

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基本实现预期

15 日发布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上

半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这一数

据不仅超出许多国际机构的预期，也是

对此前种种质疑中国经济增速言论的有

力回应。

世 界 银 行 和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在不久前发布的 2 份报告中，先后

下调了对今年全球经济走势的预期。这

反映出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并不乐观：

经济缓慢复苏的态势未变，不同经济体

增长分化的趋势也逐渐清晰。同时，由

于上半年地缘政治的冲突有所增加，加

上大宗商品的价格降幅较大，增加了世

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对中国经济增速的质疑声，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之中逐渐增大。其实，在中

国经济体量达到当下这种规模的时候，

还不停谈论中国增速放缓的问题，颇有

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意味。我们更应

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整体的

贡献是否提升。不久前，联合国拉美和

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拉美加

勒比和中国——走向经济合作新时代》

的报告指出，2015 年中国经济如实现 7%

的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达 7000 亿

美元，超过 2007 年的水平，而当年中国经

济增长率曾高达 14.2%。报告指出，对世

界经济来说，中国如继续改革，即便保持

6%至 7%的年增速，也好于经济增长失衡

下 10%的增速。

有观点认为，由于当前中国经济对世

界经济贡献较大，如果中国经济持续放

缓，“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很可能成为全球

经济脆弱性最大的来源。”这种担忧，忽略

了结构改革以及区域合作所起到的重要

作用。

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前景，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经济结构改革力度的大小。

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对世界来讲并不是

灾难，恰恰相反，当前中国通过对经济结

构调整来进行换挡提速的种种努力，不

仅有利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

世界经济复苏积累着持续不竭的动能。

2015 年年初，经合组织发布的题为《走向

增长》的各国经济结构改革评估报告专

门提到，中国“在关键领域的改革取得明

显进展”。世界银行在 7 月初的一份报告

中也指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缓慢地发

生变化，“正进入增速放慢同时更加平衡

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

另一方面，从 2013 年开始，全球经济

出现后危机明显症候，发达经济体的经

济走向开始分化，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

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多有发生，影响

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就是从那时

起，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构想，并在很

短时间内获得了沿线诸多国家的高度认

同。“一带一路”构想以和平发展与共同

发展的理念正面影响着世界发展的方

向，还以明确的具有操作性的建议打开

发展思路，迅速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与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平台，加上中国

多年来不断推动的自贸区建设，这都成

为对冲后经济危机的重要方略。

不可否认，中国正处在调结构、转方

式的关键阶段，还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

而且回稳的基础并不牢固，外界不断出现

不同的声音也不足为怪。在这种局面下，唯

有保持定力，坚持改革、创新不动摇，坚持调

结构、转方式不动摇，积极主动地创新宏观

调控方式，中国经济才能在缓中趋稳、稳中

向好的走势中走出一片新天地。

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添动力
连 俊

《华尔街日报》撰文认为，中国经济第二季度保持了7%的
增长速度，超出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接受《华尔街日报》调
查的14位经济学家曾对中国二季度GDP增速的预测中值为
6.8%。在当前全球经济举步维艰之际，7%的经济增速是对中
国政府近月来为抑制经济放缓推出一系列扶持措施的肯定。
这些措施包括扩大支出、提供税收减免以及降息等。

《华尔街日报》：

中国二季度经济增速超预期

彭博撰文认为，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反弹至7%，支
持了李克强总理设定的2015年增长7%的目标，也符合分析人
士对世界经济今年走势的展望，即中国经济趋稳、美国经济
加速。与去年的情形大致一样，中国经济在年初的疲弱表
现导致更多的经济刺激措施，中央政府精心安排了地方债
务置换方案，中央银行也加速了货币宽松进程，中国经济下
行风险正在降低。

彭博：

中国经济下行风险正在降低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从过去10年
的两位数增长率不断下调。当前,中国政府为应对投资下
降而实施了宽松货币政策，同时也在不断培育消费、服务业
和科技等新增长引擎。最近宏观数据显示，这一系列政策
旨在确保经济放缓呈渐进的过程。

《金融时报》：

中国在不断培育增长新引擎

法新社认为，得益于6月份的工业生产加速及零售额
上升，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态势稳定。针对中国经济面
临的下行压力，中国央行将继续扩大货币宽松政策，包括
进一步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鼓励贷款和投资。中
国政府正努力维持社会就业水平，并防止经济出现“硬
着陆”。

法新社：

增长得益于工业生产加速

德新社认为，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保持稳定，7%的
增长率超出分析人士预期。中国经济面临劳动成本上涨和
产能过剩等问题，然而最新的经济数据带来希望：零售业
营业额和工业产出都取得了较大幅度增长。中国政府正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新增长模式，希望刺激内需，减少对出口
的依赖。

德新社:

中国正致力于新增长模式

（文/本报记者 张 伟 蒋华栋 陈 博 王志远）

BBC分析认为，中国二季度7%的增速虽与一季度持平，
但是这一超出市场预期的数据的确可以被视为经济逐步稳
定的信号。

BBC：

中国经济逐步稳定信号显现

右图 7 月 15 日，北

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忙着

生产赶订单。

7 月 15 日，国家统计

局发布数据，我国 2015 年

上 半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达到 296868 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 7%。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下图 河北省邱县新马头镇波流固村农民在收获小麦。

7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5 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14106.6 万吨

（2821.3亿斤），比 2014年增产 447.0万吨（89.4亿斤），增长 3.3%。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英国路透社认为，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同比增长7%，与
第一季度持平，略超出市场预期。月度的经济活跃度数据
也超出预期，工业产出达到5个月来新高，释放出经济反弹
的迹象。宏观经济出现改善迹象有助于提振信心。

路透社：

经济改善有助于提振信心

上图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一展会现场，一名市民带孩子观看房屋沙盘模型。

国家统计局 7 月 15 日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237132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1.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2.5%），增速比一季

度回落 2.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 5.9个百分点。 贺友保摄（新华社发）

年中经济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