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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

越南 2015 年经济增速创新高
本报河内电 记者崔玮祎报道：越南统计总局近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越南 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增长 6.68%，高于 6.2%的预定目标，增速为近 5 年来
最高。

数据显示，越南 2015 年农林渔业产值增长 2.6%，
工业生产指数增长9.8%，商品零售和服务业增长9.5%，
消费价格指数增长0.63%。2015年越南实际利用外资
145 亿美元，增长 17.4%；出口额为 1624 亿美元，增长
8.1%；进口额为 1656亿美元，增长 12%，预计全年国内
生产总值将达1920亿美元。

匈牙利获 3 亿欧元优惠贷款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刘键报道：欧洲投资银行

近日与匈牙利签署协议，将为其提供 3 亿欧元优惠贷
款。其中 2 亿欧元将用于布达佩斯交通基础设施和公
路网的建设，另外 1 亿欧元将用于城市翻新、能源使用
效率提升和环境保护。

欧洲投资银行副行长巴拉昂依表示，为匈牙利提
供优惠的贷款条件和较长期的流动性，支持布达佩斯
城市一体化发展战略，这将对布达佩斯提高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投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完善城市环保
和提升生活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刘威报道：受美联储加息联动
影响，新加坡当地多家银行日前相继调高定期存款和房
贷利率，这是新加坡自2012年以来首次升息。以新加坡
星展银行为例，其近日宣布调高12个月、18个月和24个
月的定期存款利率。其中，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0.25%
调高至 0.35%，2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 0.55%调高至
1%。华侨银行、渣打银行和马来西亚银行等也相继上调
了20000新元或25000新元以上的定期存款利率。

美联储加息推高新加坡利率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东盟共同体正式

成立。这是东盟一体化建设的里程碑，也

是亚洲建成的首个次区域共同体。东盟共

同体的成立，本质上是地区一体化发展模

式的一种创新实践，标志着东亚合作水平

迈上新台阶，预示着中国—东盟合作将进

入新阶段。

中国和东盟共同体在发展战略层面高

度契合。创设于 1967 年的东盟，致力于

加强内部团结、化解地区纷争、加快自身

发展，使整个地区走向和平，从贫穷走向

繁荣。经过近 50 年的建设，东盟已发展

为涵盖 6 亿人口和东南亚十国，经济总量

超过 2 万亿美元的庞大政治、经济、社会

共同体，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

体性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日益

成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

的重要力量。

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合作与发

展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始终坚定发

展同东盟的友好合作，坚定支持东盟发展

壮大，坚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坚定支

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诚如东盟秘书长黎良明所言，中国是东盟

历史上最重要的伙伴之一。东盟共同体成

立后，中国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也将是最

为全面的。

中国与东盟共同体在发展合作道路上

前景光明。为了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共同

发展，中国和东盟国家不断深化战略互

信、拓展睦邻友好、推进互利合作，而且

共同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意愿和基础都处于历史最佳水平。如

今，东盟共同体的建立，更为中国—东盟

合作拓展了新空间、创造了新机遇。尤其

是作为东盟共同体三大支柱之一的东盟经

济共同体，旨在建成一个有竞争力、发展

平衡并与国际接轨的单一市场和生产基

地，在加强互联互通、升级基础设施、强

化产能合作方面的需求进一步凸显，这有

利于中国同东盟在更高水平上开展经贸合

作、优化资源配置，延伸产业链条。与此

同时，随着中老铁路等泛亚铁路建设互联

互通大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成为支撑区域基建

重要平台、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新型次

区域合作平台成功启动、中国—东盟自贸

区升级版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

判进程加快推进，东盟国家正更加积极地

参 与 到 中 国 提 出 的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中来。

“砖连砖成墙，瓦连瓦成房”，东亚大

家庭每个负责任的成员都将为一个繁荣、

和平、开放的“亚洲世纪”添砖加瓦。作

为东亚合作两支主导力量的中国和东盟，

新的一年将共同迎来建立对话关系 25 周

年和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年，标志着中国

—东盟合作乃至整个东亚合作正在攀向历

史新高点，此时东盟共同体的成立更为这

一进程注入了新动力。

本版编辑 梁图强 李红光

17.7亿兰特

南非去年 11 月份实现贸易顺差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南非税务局日

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11月，南非实现贸易顺
差17.7亿兰特（约合1.14亿美元）。截至当月，2015年南
非累计贸易逆差为581.8亿兰特，与上一年同期相比下
降了42.1%。

分析数据显示，2015 年 11 月，南非出口总额为
946.6亿兰特，环比增长10.3%。其中，贵金属和宝石出口
总额环比增长 51.7%，汽车和运输设备出口环比增长
10.3%。进口总额为 928.9 亿兰特，环比下降 13.5%。其
中，跌幅较大的是设备部件和机械电子产品，分别下降了
45.1%和13.8%。

中国—东盟合作将进入新阶段

各国喜迎新年 再掀消费热潮

法国巴黎的圣诞集市吸引了诸多消费者。 本报记者 陈 博摄

□ 田 原

世界送走 2015 年，迎来 2016 年。从过去一年情

况看，世界经济仍然难言摆脱危机影响。新的一年

中，各种不确定因素依然威胁着全球复苏。好在仍

有亮点存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孕育着新的发展势能，

值得密切关注。

算算日子，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至今已 7 年,世界经

济复苏之路依旧崎岖。2015 年，由于世界经济整体动

力不足，有效需求不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增长乏力、

债务高企、贸易和投资低迷、金融杠杆率居高不下、国

际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凸显。

在这些问题的作用下，新的一年全球经济走势特

点依稀可见。较有代表性的分析认为，全球经济在

2016 年可能呈现低增长、低贸易、低通胀、低投资、高

债务的“四低一高”态势。经济复苏的势头仍然偏弱。

不仅如此，孱弱的国际油价、不确定的美元升息步伐、

起伏不定的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以及新兴经济体结

构调整，这些都将是 2016年中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缘何不足？这主要是由于

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

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同时发展

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

陷逐渐显现。

日前举行的中国经济年会（2015-2016）上，有关

专家分析认为，全球实现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

长任重而道远。但同时，困顿、矛盾与风险并非对世界

经济全景式的勾勒，世界经济体系中也孕育着新的发

展势能。比如互联网、新能源、大数据、共享经济等多

点的突破及其融合将推动改变发展模式。“让创新从摆

脱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作为政策的一种选项，现在已经

升级为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战略选项”。这个

趋势，值得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认真期待。

世界经济孕育发展新势能
连 俊

本报河内电 记者崔玮祎报道：由中国驻越南大使
馆、越南—中国友好协会联合出版发行的《纪念中越建交
65 周年（1950-2015）》专刊首发式日前在越南河内举
行。专刊集中展示了中越建交65年来两国政治、经济、
人文领域交往重要时刻的珍贵照片，刊载了双方人士回
顾两国关系动人瞬间的文章。

中国驻越南大使洪小勇表示，专刊是中越“同志加兄
弟”友好历史的缩影，承载着两国和两国人民沉甸甸的历
史传统友谊，记载着双方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中患难与共、携手并进的深情厚谊，相信专刊能让
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了解中越关系的发展历程。

《中越建交 65周年专刊》越南首发
尽管出于安全考虑，世界各地迎新年活动有的缩小了规

模，有的干脆取消，但这并没有影响人们的购物热情，或走
进商场，或点动鼠标，为亲朋好友购买心仪的新年礼物。在
全球经济仍然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大背景下，火爆的新
年购物热潮给寒冷的冬季带来了些许暖意

法国的新年消费热潮主要由两大
时间节点带动。一是圣诞节前夕的礼
品购买热潮；二是自 1 月 6 日起开始的
2016 年冬季打折期。法国市场数据
统计机构 Toluna 的负责人菲利普·居
勒贝尔表示，2015 年圣诞节期间，有
94.1%的法国人收到了圣诞礼物，其中
79.1%的人对收到的节日礼物表示满
意。总体而言，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消
费势头良好。但 Toluna 在预测即将
开始的冬季打折期时认为，法国今年
在打折季期间的人均支出有可能比去
年 同 期 下 降 4.9% 。 调 查 还 显 示 ，有

55.2%的人依然选择大型商业购物中
心作为消费地点和消费方式的首选，
网购以 49.7%的支持率排名第二。

在普通商贩看来，巴黎去年发生的
连环恐怖袭击并未明显阻挡当地百姓与
游客的购物热情。位于巴黎香榭丽舍大
街上的圣诞集市仍然吸引了大量消费
者，专门出售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特产的
店老板丹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
已经连续数年入驻圣诞集市了，他对目
前的生意情况感到满意。由于来自世界
各地的游人汇聚于此，他的店已小有名
气，每年甚至会定期向国外发货。

法国：购物热情持续释放
本报驻巴黎记者 陈 博

1月 2日，在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人们参观第 127届玫瑰花车展。每年帕萨迪纳市的玫

瑰花车游行过后，主办单位都把参与游行的玫瑰花车向公众展示，让民众近距离观赏。

新华社发

德国 2015 年圣诞和 2016 年新年零售业
市场增长势头不减，尤其是在线交易增长迅
速。据德国零售业联合会（HDE）预计，圣
诞、新年期间，德国零售业销售额有望同比增
长 2 个百分点，达 867 亿欧元，其中在线交易
额同比增长 12%，达 112亿欧元。

但德国人用于购买圣诞、新年礼物的支
出有所减少，德国人储蓄存款的意愿更加强
烈。德国消费调研公司（GfK）的最新报告显

示，91%的德国人会在圣诞、新年期间赠送朋
友和亲人礼物。最受德国民众喜爱的圣诞、
新年礼物是购物券、图书、文具、化妆品、护肤
品、手表、珠宝、饰品以及玩具等。此次圣诞
季，德国人用于购买礼物的支出平均为 274
欧元，礼品销售额约为 143 亿欧元。报告还
显示，德国民众 2015 年的储蓄存款额度明显
增加。仅去年前 9 个月，德国民众存款数量
就增长了近 14%。

德国：零售市场增势不减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在网络购物风靡的时代，新加坡民
众在“假日消费”时仍然对传统的商场
购物十分钟情。在新加坡某大型商场
担任销售主管的唐小姐告诉记者，虽然
网购在新加坡日渐兴起，但很多新加坡
人依然会选择到商场消费，原因在于

“节日季”商场独有的购物氛围。每年
进入12月后便是新加坡的圣诞打折季，
新加坡民众都会提前采购送给亲朋同
事的圣诞节和新年礼物。带有节日主
题的礼盒、服饰、红酒和儿童玩具等都
是“节日季”的畅销商品。各商家也会

利用音乐、节日装饰，特别是较大力度
的年终打折促销活动，营造强烈的节日
购物氛围，使不少新加坡人钟情于此。

除了喜欢传统购物方式，新加坡人
对网购也是青睐有加。据新加坡当地
媒体报道，新加坡知名购物网站 ZAL-
ORA 在去年 12 月份的销售额同比提
高了 73％，该网站甚至增聘了 40％的
包装员工以确保能够快速包装出货。
新加坡职总平价超市（平价购物网站）
副总经理黄耀祥也表示，去年节日期间
的网站订购量比以往同期增加近三成。

新加坡：线上线下相得益彰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刘 威

在新加坡义安城商场，“打折季”燃起消费者的购物热情。 本报记者 刘 威摄

韩 国 2016 年 首 个 百 货 商 场 购 物 季
——新年购物季于 1 月 2 日正式开始，销售
额在购物季首日就呈现猛增势头，较去年
同期增长超过 30%。新年购物季的表现往
往被看作当年顾客消费心理的晴雨表，因
此韩国零售业界纷纷调高了对 2016 年成
绩的预期。

韩国三大零售业集团在新年购物季首日
均传来捷报。其中，乐天百货销售额同比增
长达 43%，增长最快的部门是男性服饰和家
电产品；现代百货也不甘其后，同比增长
43.1%，由于在新年期间举行了韩国 10 大毛
皮品牌商品展，相关商品销售额增长幅度达

到 91.3%；新世界百货销售额同比增幅也达
到 30%。

利用元旦小长假来韩旅游的中国游客
也成为韩国零售业的重要顾客群。新年购
物季期间，韩国百货商场纷纷向中国游客提
供特别优惠，并在支付手段和退税方面提供
多种便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韩国乐天百
货相关人士表示，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以
后，韩国旅行社在中国市场直接开展业务已
成为可能，2016 年是韩中两国商定的“韩国
旅游年”，相信将有更多的中国游客来韩访
问，乐天将利用各种活动和优惠为中国顾客
提供更好的服务。

韩国：百货商场销售猛增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韩国首尔乐天世界塔购物中心用中文标注专门针对中国顾客的优惠活动信

息。 本报记者 杨 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