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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英国第三季度 GDP 增速放缓
本报伦敦电 记者蒋华栋报道：英国国家统计

办公室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15 年第三季度 GDP 增
速修正为 0.4%，较第二季度有所放缓；第三季度
GDP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1%。

数据显示，服务业仍为拉动英国 GDP 增长的核
心产业部门。其中，酒店餐饮业季度增速为 0.9%，
物流运输及通讯服务业增速为 1%，商业和金融服务
业增速为 0.6%。工业和建筑业表现相对疲弱。工业
部门产出增速为 0.2%，其中制造业产出下降 0.4%，
建筑业产出下降 1.9%。分析认为，第三季度 GDP 增
速表明 2015 年英国的经济增长有可能不及此前预
期，或将进一步延后英国央行加息。

92.6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新高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郑启航 高攀） 美国

密歇根大学和路透社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低通
胀刺激了美国消费者购物欲望，美国 12 月密歇根大学
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 7月以来新高。

报告显示，美国 12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
终值为 92.6，高于 11 月的 91.3。今年该指数月度均值
达 92.9，为 2004 年以来最高水平。12 月信心指数中
反映消费者当前开支状况的分项指标从 11 月的 104.3
大幅升至 108.1；反映消费者未来开支预期的分项指
标则从 11月的 82.9小幅降至 82.7。

面临西方一再延长针对俄罗斯的经

济制裁，国际油价一路下跌，美联储宣布

加息增加卢布下行的压力，俄罗斯经济

并未呈现崩溃之势，反而出现种种复苏

迹象。事实上，俄农业持续发展、工业产

值增加、资本外流状况缓解等一些积极

信号预示着俄罗斯经济在经过一年的调

整后有望企稳，俄方更乐观的估计认为，

2016年俄经济将恢复增长。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第十一次年

度新闻发布会上对俄罗斯经济作出了全

面评价。本年度俄 GDP 下降 3.7%；截至

12 月 7 日，俄通货膨胀率超过 12%；居民

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有所下降。但是，

俄GDP却在9月和10月份增长了0.1%至

0.3%，工业产值也出现 0.1%至 0.2%的增

长，特别是在远东地区，工业产值更增加

了 3.1%。俄罗斯农业部门生产依旧保持

良好势头，粮食产量连续两年超过 1 亿

吨。普京认为，这些数据表明，俄罗斯经

济趋于稳定，已过了最困难的阶段。

为稳定俄罗斯经济，俄政府在劳动

力市场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将失业率

控制在了 5.6%的水平，避免了情况进一

步恶化。同时，卢布贬值对俄罗斯来说

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俄罗斯人的国际购

买力下降，但相对而言，以卢布定价的俄

罗斯企业获得了价格、成本优势，国际竞

争力大幅上升。2015 年，面对内外压

力，俄罗斯仍保持了 1263 亿美元的贸易

顺差，表现出强有力的抗压能力。与此

同时，卢布贬值让俄罗斯外债规模大幅

缩减，与去年相比，俄罗斯外债规模缩减

13%。

尽管面临诸多限制，俄罗斯仍然按

时全额偿还了所有到期外债，国际信誉

得到好评。石油、煤炭、电力产量上升，

预计到 2015 年底，新增发电装机容量将

超过 460 万千瓦，经济发展将不存在能

源方面的后顾之忧。同时，基础设施建

设也取得了积极进展，俄罗斯所有港口

货运能力增涨达到了 19.5 万吨。俄罗斯

港口转运货物数据显示，俄罗斯出口商

品量上升了 3%。因此，俄罗斯获得国际

投资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去年最受诟病

的资本外逃问题得到缓解，2015 年第三

季度出现了资本净流入。

可靠的储备基金以及规避风险的财

政政策是俄经济的坚实后盾。俄罗斯外

汇储备虽因稳定汇率而有所下降，但余

额仍有 3645 亿美元。俄政府在财政方

面严格控制赤字规模，2015 年前 11 个

月，政府财政收入为 12.2 万亿卢布，支出

为 13.1 万亿卢布，财政赤字为 9570 亿卢

布，占本年度 GDP 的 2.8%至 2.9%，这是

在石油价格大幅下降导致政府财政收入

急剧缩水情况下取得的好成绩。不仅于

此，为平衡财政收支而设立的两大主权

储备基金也处于健康状态，其中储备基

金共计 39310 亿卢布，国家财富基金共

计 47770 亿卢布，分别占本年度 GDP 的

5.3%和 6.5%。可靠的财力为俄政府今

后在发展经济、稳定汇率方面放开手脚，

有所作为提供了保障。

基于俄罗斯经济目前出现的企稳势

头，俄总统普京预测，2016 年本国经济

将 恢 复 0.7% 的 增 长 ，2017 年 将 增 长

1.9%，2018 年将增长 2.4%。但值得注意

的是，该预测是基于今后石油价格稳定

在 50 美元/桶的前提下。目前石油价格

已跌破 37 美元/桶，且近期没有上升的

利好因素。正如普京所言，为达到经济

增长目标，需要俄政府对出现的任何情

况作出及时反应，付出更大努力。

目前，普京民众支持率超过 80%，仍

处于历史高位，俄国内政治稳定，政府各

项举措得到执行，宏观经济调控有序。

由此，俄罗斯民众对政府抱有信心，相信

俄罗斯能走出经济危机，这也是卢布大

幅贬值背景下社会经济秩序依旧稳定的

重要因素。

新年将至，在俄罗斯的各大商城里，

前来采购年货的俄罗斯人熙熙攘攘，笑

盈盈的脸上似乎写着：新年就要到了，春

天还会远吗？

俄罗斯经济显现企稳信号

在印度尼西亚，有一座坝高 105 米，
坝长 1.7 公里的佳蒂格迪大坝，建成后形
成的水库可灌溉土地 9 万公顷，能够从根
本上解决爪哇省电能短缺问题，这也是
印尼最大的水利项目。

在马来西亚，巴贡水电站号称马来西
亚的“三峡工程”，是目前马来西亚最大的
水电站，对马来西亚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巴基斯坦，达瓦特大坝项目竣工
为当地 4500 人带来了稳定就业，从根本
上对缓解巴社会、经济和安全问题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塔吉克斯坦、印度、伊朗、埃塞俄
比亚等国家，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大型
基建项目，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由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公司承建的。中国电

建在“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实施的诸多项
目，曾经或正在创造着“中国辉煌”。

“中国电建是全球规模最大、产业链
最完整的电力建设企业，业务覆盖基础设
施全领域，懂水电，擅规划设计，长施工建
造，能投资运营，多年征战国际市场，积累
了大量的国际营销和项目实施经验，具有
一定的特有优势和比较优势。”中国电建
集团董事长晏志勇介绍。

目前，中国电建在“一带一路”沿线
46 个国家共承揽项目 677 个，合同总金
额 665 亿美元。可以说在电力行业企业
中已经先行了一步。

回顾中国电建在探索“一带一路”建
设中的经验，晏志勇总结说，中国电建与

“一带一路”有三大“高度契合”。
首先，中国电建实施国际优先发展

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可谓高度契合；
其次，中国电建主营业务为能源和基础
设施研究、设计、施工及建设，与“一带一

路”业务高度契合；第三，中国电建目前
在世界 85 个国家拥有项目，在 76 个国家
设立了办事机构，几乎覆盖了“一带一
路”沿线所有主要国家，因此，与“一带一
路”覆盖区域高度契合。

“有此三大‘高度契合’，中国电建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定能大有作为。”晏志
勇满怀信心地介绍，中国电建注重从规
划、研究、设计等方面高端切入，切实搭
建全球市场营销体系，牵头开展了中巴
经济走廊能源合作规划、中亚五国可再
生能源规划、东盟清洁能源路线图、孟中
印缅经济走廊电力项目投资环境研究等
项目。

“此外，在‘走出去’过程中互利共赢
尤为重要。”中国电建股份公司总经理孙
洪水说，以互赢和多赢为前提，落地项目
必然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产生积极的
社会效益，将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提
升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力。同时，政

府出台的相关支持性政策，更容易带动
中国资金、中国技术、中国设备、中国标
准“走出去”，外方也更容易接受。

为此，中国电建利用规划设计的专
业优势承担了国家“一带一路”能源专项
规划的研究，其中包括中巴经济走廊能
源规划、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能源合作研
究等，出资启动了中亚五国可再生能源
规划。

好消息不断传来。近期，中国电建
又以 11 亿美元中标了孟加拉国全球最大
河道整治工程，签署了中泰铁路合作备
忘录，包括中国电建在内的国内几家大
型央企将组成联营体参与中泰铁路、中
老铁路建设。目前，中国电建在中巴经
济走廊 14 个优先实施项目中拥有 4 个项
目，其中中国电建直接投资项目卡西姆
港燃煤电站位居 14 个项目第一位，达沃
风电是 14 个项目中第一个完成商务谈判
进入融资程序的项目。

布局 46 个国家 承揽 677 个项目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项目创辉煌
本报记者 齐 慧

根据匈牙利经济研究所（GKI）近日
发布的预测显示，2015 年匈牙利国内生
产总值（GDP）将增长 2.7%。在世界经济
复苏乏力和外部需求疲弱的环境下，匈牙
利有针对性地实行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各
项改革措施，并得到了有效落实，经济运
行平稳。这一经济成果与匈牙利实行的
新务实外交政策，保持与各国特别是中国
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分不开。

一年来，匈牙利与中国合作关系进入
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匈牙利作为首
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主办国，对

“16+1 合作”机制的创建作出了突出贡
献。中匈双方以“16+1 合作”为平台，推

动贸易、投资、金融、旅游、农业、文化、教
育等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深化，双边关系进
入历史最好时期。中国高度重视并赞赏
匈牙利政府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
制的重要引领作用，两国政府在 11 月签
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匈牙利政府
关于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发、建设和融资
合作的协议》，这一“16+1 合作”框架下的
首个互联互通项目已于日前正式启动。

今年，中匈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取得了
很大进展，双方共同签署了关于人民币主
权债券发行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匈政府计
划于 2016 年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这将
成为中东欧地区首支、全球第三只人民币
主权债券，旨在使匈牙利企业和金融机构
通过中国金融市场的借贷开展投资活
动。同时，中东欧地区首个人民币清算中
心——中国银行匈牙利人民币清算行正

式启动服务，这标志着两国金融合作迈出
新的重大步伐。

今年 6 月，匈牙利与中国签署了共同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府间谅解备忘
录，成为中国同欧洲国家签署此类文件的
第一个国家，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示范
作用。截至目前，两国企业已签署了总额
20 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建信金
融租赁有限公司与匈威兹航空公司签署价
值 14亿美元的租赁协议、国开行与匈牙利
进出口银行签署 5亿美元的金融合作框架
协议、华为公司与匈久尔大学签署30万美
元的合作协议、中兴公司与匈 EPS 停车公
司关于合作建设智能停车系统协议等。

可以说，中国与匈牙利展开的双边和
多边合作，不仅推动了“16+1 合作”机制
取得积极进展，更使匈牙利经济获益颇
多，对匈牙利经济增长和长期稳定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持。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12 月初公布的各

项数据显示，匈牙利今年全年工业总产值
预计增长 7%，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和进
口量将增长 11%，占主导地位的汽车制造
业将增长 17%。2013 年至今，匈零售额
不 断 上 升 。 今 年 1 月 至 9 月 外 贸 总 额
1290.15 亿欧元，同比增长 6.6%。截至 10
月份，出口总额 81 亿欧元，进口 75 亿欧
元，对外贸易顺差 6.3 亿欧元，出口增长
8.4%,全年总盈余将在 80亿欧元。

展望来年，在全球经济继续放缓的背
景下，匈牙利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预
计匈牙利 2016 年 GDP 将增长 2%左右，工
业总产值增长5%。在新的一年，匈牙利将
继续坚持改革，不断推出促进经济增长的
新措施，继续加强对外合作，特别是与中国
的合作，保障匈牙利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中匈经贸关系全面深化
本报驻布达佩斯记者 刘 键

本报讯 记者李春霞报道：标准普尔
发布《全球智能手机行业商品化趋势是否
会削弱利润》报告指出，过去 2 年，中国智
能手机制造商的市场占有率显著上升，使
得市场较具规模企业的利润和信用指标承
压，竞争日益激烈。报告显示，尽管今年全
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速将从去年的 30%
放缓至约 10%，但新进入企业如华为和小
米的占有率仍在上升。由于应用处理器、
显示面板和其他主要智能手机零部件价格
下降，智能手机制造商能够以较实惠的价
格制造高质量智能手机，导致竞争加剧和
设备商品化加快。

标准普尔信用分析师朴埈弘表示，个
人电脑和电视机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要低
于智能手机市场，因为智能手机的产品寿
命周期更短。尽管美国苹果公司仍在高端
智能手机市场保持主导地位，但标准普尔
预计，中国企业的整体占有率将上升，收入
将增加，但利润率不高。韩国三星电子公
司可能将继续位居苹果公司之下、小型中
国手机制造企业之上。

鉴于进入门槛降低、竞争激烈，标准普
尔预计，以全球出货量计，三星电子未来几
年市场占有率保持在 20%以上的难度越
来越大。改善盈利能力对于二线智能手机
企业如韩国 LG 电子来说更为遥不可及。
与此同时，日本智能手机企业如索尼公司
正在重组，且将业务重点放在其他产品线
和国内智能手机市场。报告预计，未来几
年发达市场如美国和西欧的智能手机需求
将停滞不前，智能手机需求将主要来自更
新而非首次购机。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西门子公司近日宣布，
2016 财年将投入近 48 亿欧元用于研发，这一金额与
上财年相比增加了约 3 亿欧元，主要用于自动化、数字
化以及分布式能源系统领域的研发。此外，西门子还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于进一步加强公司的创新能力。
为此，西门子正在组建一个新部门，将在一个初创企业
的环境中为新的尝试和增长提供空间。这个暂定名为

“创新”的新部门将为业务和项目创意提供咨询、宣传
以及风险投资服务。

与初创企业类似，该部门独立于西门子核心业务
之外，并将补充和加强西门子现有的初创项目。西门子
股份公司首席技术官鲁思沃表示，“创新需要崭新的、开
放的合作模式。从众包模式和软件编程马拉松中获得
灵感，与大学、研究机构、小型灵活的初创企业建立合作
项目，这些是我们西门子每天都在做的工作”。

西门子新财年研发投入近 48 亿欧元

标准普尔报告显示

全球智能手机
市场竞争激烈

□ 赖 毅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东盟
秘书处和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日前在雅加
达东盟总部举行会谈，双方拟在 2016 年进
一步强化以经济领域为重点的全方位合作。

东盟秘书长黎良明表示，东盟与上合
组织通过成员国、对话伙伴等渠道相互支
持十分重要，双方共同利益广泛，尤其是在
经济领域合作前景光明。上合组织代表梅
津采夫则表达了上合组织进一步与东盟强
化各领域关系的意愿，并邀请东盟成员国
和秘书处官员参加 2016 年上合组织即将
举行的各类峰会和论坛。

东盟将与上合组织

强 化 全 方 位 合 作

俄罗斯超市内水果蔬菜种类丰富，价格变化不大，前来购买的人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赖 毅摄

为期 5 天的尼泊尔大象节正在距尼泊尔首都加德

满都 154 公里的奇特旺地区举行。本次大象节包括大

象赛跑、大象足球赛和大象选美等项目。图为大象在

足球赛中“传球”。 新华社发

0.8%

新加坡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跌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刘威报道:据新加坡统计局

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新加坡 2015 年 11 月份消
费价格指数同比下跌 0.8%，通货膨胀率连续 13 个月
呈下降态势。

数据显示，私人陆路交通成本同比下降 1.7%，住
宿成本下降 3%，服务业价格下降 0.7%，食品价格上涨
步伐略有放缓，上涨 1.6%。据悉，新加坡自 2014 年 11
月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率为负并持续至今，本月通胀率
创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势。

经济分析人士认为，新加坡连续13个月通胀率为负
是受其本国政府政策和石油价格低迷影响，因此不属于
通货紧缩。但随着当地房屋和汽车价格进一步下调，预
计2016年上半年新加坡通胀率仍将持续走低。

本报北京 12 月 28 日讯 记者顾阳报道：华夏幸
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前与印尼马龙佳集团旗下企业
合作，共同在印尼万丹省唐格朗市建设产业新城。这是
华夏幸福核心产品——产业新城的首次“出海”，标志着
华夏幸福国际化战略的正式启动。

据悉，作为华夏幸福海外第一座产业新城，印尼项
目将定位于全球产业新城标杆，华夏幸福会将其在中国
的城市规划、大项目招商、园区运营等方面的丰富经验
与印尼优势相结合，建立国内、海外产业新城之间的资
源互动和服务网络，为中国企业投资印尼搭建国际化平
台，并将探索印尼区域经济社会和民生协调发展的产业
新城模式。

华夏幸福启动首个海外产业新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