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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
长 6.9%，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
的《世界经济展望》对中国 GDP 增长的预
测完全相符。对于备受关注的中国经济，
IMF 认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必要调整以
实现更平衡的增长。IMF 首席经济学家
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表示，IMF 对中
国经济 2016 年、2017 年的增长预期与此
前相比没有变化，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没有
出现意外。IMF 一直认为，6%到 6.5%的
增速对当下中国经济来说是安全区间。
对于经济总量超过 10 万亿美元的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每年 6%到 6.5%的增速意味
着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尼古拉斯·拉迪长期专注中国经济研
究，一直不认可当前有些人对中国经济增
长所持的悲观看法，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
没有认识到，最近几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的主要因素是服务业而不是工业。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数据印证了拉迪
的上述论断。2015 年，消费对中国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比 2014 年提高了 15.4 个百
分点，达到 66.4%，比投资高 30 个百分点；
服务业在 GDP 中占比提高了 2.4 个百分
点，达到了 50.5%，即超过了半数，比工业
高了 16.7个百分点。

拉迪认为，中国服务业近几年的增速
超过了 GDP 的增速，在 GDP 中的占比大
大超过了工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
要动力。如今中国家庭在娱乐、旅行、医
疗、教育和其他服务业方面的支出正日益
增多，推动了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这

既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意味着
中国经济的结构优化在顺利推进。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
奇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中国向新增长
模式的转变正在取得相当良好的进展，尤
其是在以制造业为中心向以服务业为中
心转变方面，这一转变比人们过度执迷的
GDP 增长数字要重要得多。对于有些人
担忧中国经济走向硬着陆，罗奇认为是

“杞人忧天”。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首席经济学家

保罗·谢尔德指出，人们不能忽视当前中国
经济的“体量”，就对全球 GDP增加的贡献
而言，2015 年中国 GDP 增长 6.9%相当于
2009 年中国 GDP 大约 14%的增长。按照
IMF 的最新预测，2016 年中国 GDP 增长
将放缓至 6.3%，谢尔德认为，即使这样，这
个数据仍将是积极的，意味着中国2016年

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方。
奥布斯特费尔德认为，中国经济增长

不再依赖传统的工业和建筑行业，这种宏
观经济的再平衡调整虽然将带来经济增
长的放缓，但对中国实现更加可持续、更
加灵活的以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模式转型
必不可少。考虑到中国服务部门和“新经
济”部门的稳步增长，以及中国政府推出
财政政策支持需求，IMF 今年 1 月对中国
2016 年、2017 年的增长预测与去年 10 月
完全相同。

拉迪强调，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
高速增长转变，不是“被动地实现”，而是

“主动的、正确的选择”，其目标是推动中国
经济从过去投资和出口驱动经济增长模式
向内需消费型经济转型。尽管经济转型之
路并不平坦，但未来发展潜力无限。拉迪
表示，他始终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美学者认为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是“杞人忧天”——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高伟东

本报讯 记者苏海河报道：日本央行

1 月 29 日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实施
负利率政策。即从 2 月 16 日起对各商业
银行在日银户头上用于结算的存款余额
中超出“基础余额”部分，适用负 0.1％
的利率。这是日本金融史上的首次负利
率政策，这一险招能否救活日本经济，
连日本经济界都为此捏着一把汗。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发表政策
的记者会上强调，“这是三维金融政策的
一部分，希望通过引进负利率，在传统
政策基础上，继续推进金融缓和，刺激
经济活力”。今后视情况将根据需要继续
下调利率。可以认为，这是日本央行继
实施全年 80 万亿日元的量化宽松政策、

收购 80 万亿日元国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
的大尺度利率手段。此举目的是逼迫各
金融机构将迄今存在央行的过量资金化
为投资转投企业、住宅等经济实体，从
而拉动日本回升。

日本央行对世界经济形势及日本经
济走势迅速研判及时作出反应，足见其
专业性及策略灵活性。年初以来，受世
界经济下行、原油价格持续走低和美国
加息政策等的影响，日本经济指标及股
市指数出现下滑趋势，各方开始担心日
本国内景气夭折，日本金融政策当局需
要适时作出反应。同时，2013 年 4 月以
来，日本采取的大规模金融放宽政策及
政府的紧急经济对策已到极限，采用第

三维手段标志着日本金融政策的大规模
转型，属于政策中的“奇策”，也是金融
政策选项中的最后一招。但负利率措施
超出了经济界想象，日本媒体大呼“惊
奇”。当日，东京股市从负利率政策刺激
下的上升，到盘中跳水跌破前日底线，
再到收盘时上扬，连经济学家都称对负
利率政策的效果“看不懂、难预测”。此
前，欧洲中央银行及瑞士、丹麦等欧洲
国家的央行实行了负利率政策，但日本
的经济规模、金融体系与此并不完全相
同，且日本已实施多轮量化宽松政策，
因此效果难以类比。

金融政策是安倍经济学“三支箭”
的重要内容。3 年前安倍竞选首相时就

提出了“负利率构想”，遭到当时日本央
行反对后，安倍不惜更换日本银行行
长，用换班子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这
一招是否有效，日本经济界不无担心。
因为在多年的超低利率下，日本市场流
动性和企业贷款已接近饱和，被日本央
行挤出来的这些资金必须重找出路。各
金融机构为保障自己的收益，可能拿储
户做文章，如降低存款利率、设立户头
管理费等，这也将挫伤储蓄的积极性。
由此可见，日本的金融政策已用到极
限，别无选择。

总之，日本负利率金融政策能否成
为摆脱通缩、提振经济的特效药，有待
深入观察。

决定首次实施负利率政策

日 本 央 行 再 下 猛 药

上周，全球市场热点话题不少：有关于

“做空中国”的争论，也有日本出人意料地宣

布负利率政策，还有美联储高调加息之后的

“按兵不动”。纷繁芜杂的讯息交会，折射出

全球市场对复苏乏力的焦虑和不安。

关于“做空中国”的话题，源于早前达

沃斯论坛期间索罗斯的一番言论，引起了

关于“唱衰中国”的说法和反击。其实，这

种讨论并不新鲜，想必今后还会多次出

现。在笔者看来，类似争论只要弄清三个

问题，就可以从容面对。其一，“唱衰中国”

的究竟都说了什么？其二，中国是否发生

“唱衰”论调中所说的情况？其三，对涉我

重大利益的“唱衰”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对

善意的批评欣然接受，对无聊的聒噪则一

笑置之。至于这次争论，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总裁拉加德 1 月 28 日的一番表态即可

一言蔽之：“相信中国政府通过实施有力的

宏观政策、推进结构性改革、保持汇率政策

稳定、加强同市场沟通等有效措施，能够保

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

其实，还有比中国更令全球市场着急

的国家——日本。1 月 29 日，日本央行出

人意料地宣布将本国存款利率下调至负

0.1%水平，并将实现 2%通胀目标的时间再

次推迟至 2017 财年上半年。决定一出，市

场哗然。分析认为，在“安倍经济学”目标

迟迟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日本央行的这一

动作更像是一场以日本经济为筹码的“下

注”，前景实难预料。同时，在美元升值的

大背景下，日本的负利率政策在推动日元

贬值的同时，极有可能加剧各国货币竞争

性贬值。能否“利己”尚未可知，“损人”确

是大概率事件。

美元升值也难一蹴而就。1 月 27 日，

美联储结束货币政策例会后宣布维持利率

不变，并未如市场预期的那样上演快速加

息的节奏。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对经济

前景的判断这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一

次例会后的声明中，美联储认为，“美国劳

动力市场和经济前景的风险大致平衡”；在

这次的表态中则表示“将密切关注全球经

济和金融市场形势，以评估美国劳动力市

场和通胀水平及经济前景的影响”。

总的来看，年初至今不过一个月，全

球市场的频繁波动就已超出人们预期。

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有世界经济复苏面

临复杂因素在起作用，同时由种种焦躁不

安情绪引发的“羊群效应”也在拖市场“后

腿”。要改变这种局面，除了各种应对举

措之外，恐怕还要有“每临大事有静气”式

的沉稳。如果不能沉稳冷静地认识、分析

和解决问题，每向前多走一步，都有可能

加重危机。

每临大事有静气
连 俊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中
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日前在使馆举行新
春招待会，全美侨胞、留学生和中资企业
代表 800余人出席。

崔大使在致辞中首先向全美侨胞、留
学生和中资机构人员致以节日问候。崔大
使说，2015 年令人难忘。这一年，中国经
济奋发有为，经济增速继续居于世界前
列。“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具体目标，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
方向。中国人民追昔抚今，隆重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两岸领导
人在新加坡会面，体现两岸同胞共同心愿，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迈出新步伐。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全面推进，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历
史性国事访问，取得巨大成功，为进一步推
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我
们还成功设立了亚投行，全面推进“一带一
路”，人民币成功“入篮”，取得第24届冬奥
会举办权，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创造辉煌。
这一切离不开全体中华儿女的辛勤努力，
这其中也包括广大侨胞、海外中资企业员
工以及留学生们的真心付出。

崔大使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道路上，我们仍然面临困难与挑战。
2016 年是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胜阶段的开局之年，经济要起好步、走得

稳、调结构。2016 年是中美关系承上启
下的关键一年，双方要以两国元首确立的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为指引，把握
中美关系的大方向，加强对话沟通，拓展
务实合作，有效管控分歧，确保中美关系
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并顺利过渡。

崔大使借用猴年寓意表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堪比孙大圣取经之
途，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携手，不懈
奋斗，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
埃”的气概，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克服前
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我们共同期
待的中国梦、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中国
梦就一定能早日实现。

中国大使鼓励在美华人华侨共筑中国梦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联储日前公
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 12 月份工业产出环比下降
0.4%，市场预期为环比下降 0.2%。美国去年 11 月份
工业产出由环比下降 0.6%下修为环比下降 0.9%，美
国工业产出已连续第五个月下降。

数据显示，美国去年 12 月份制造业产出环比下降
0.1%，市场预期为环比持平。美国去年 12月份总体工
业产能利用率为 76.5%，市场预期为 76.8%，低于前月
的 76.9%。由于油价下跌导致能源企业削减投资，以
及天气回暖减少了人们对供热的需求，进而影响工业
产出，这意味着美国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疲软。

工 业 产 出 动 态 数 据

本报伦敦电 记者蒋华栋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办
公室日前公布报告显示，去年 11 月份工业产出较 10
月份下降 0.7%，为 2013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数 据 显 示 ，去 年 11 月 份 制 造 业 部 门 产 出 下 降
0.4%，其中基本医药产品和医药制剂产量下降 4.9%，
是造成工业产出下滑的主要因素。截至 11 月的 3 个
月内，总体工业产出和制造业产出分别较此前 3 个月
下降 0.2%和 0.5%。与上年同期相比，工业产出增加
0.9%。其中，采矿业产出增幅高达 10.5%，是拉动工业
产出的核心部门。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欧盟统计局
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去年 11 月份，欧元区和欧盟的
工业产出环比分别下降 0.7%和 0.6%，同比分别增长
1.1%和 1.4%。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 11 月份，欧盟能源产品、资本
货物、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产出环比分别下降
3.5%、1.3%、0.3%和 0.1%，中间产品产出环比增长
0.5%。去年 11 月份，欧盟工业产出环比增幅最大 2 个
成员国分别是希腊(3.3%)和斯洛伐克(1.9%)，工业产出
环比跌幅最大 3 个成员国分别是葡萄牙(-4.9%)、马耳
他(-3.7%)和荷兰(-3.1%)。

美国环比下降0.4%

欧盟同比增长1.4%

英国大幅下降0.7%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商务部日
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企业去库存、美元走强和全球需
求放缓等因素的影响，经季节性调整，美国第四季度年
化实际 GDP 初值为 164423 亿美元，年化季率仅增长
0.7%，低于经济专家所预测的增长 0.8%，同去年第二、
三季度 3.9%、2%的增速相比，大为放缓。美国商务部
通常会根据经济数据的不断完善对季度经济增长进行
三次估测，本次公布的为第一次估测值，即初值。

分项数据显示，占美国经济比重约 70%的消费者
支出在去年第四季度增长 2.2%，增幅高于预期 1.8%，
但低于前一季度的终值 3.0%。去年 12 月份的暖冬气
候拖累了服装销售，也影响了取暖需求。去年第四季
度企业库存增加 686 亿美元，规模低于第三季度的
855 亿美元，但仍然好于预期，库存增幅下降使去年第
四季度 GDP 增幅减少 0.45 个百分点。自去年 1 月份
以来，美元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价已经上升了
11%，进而影响美国的出口，贸易逆差对去年第四季度
GDP增速造成了 0.47个百分点的拖累。

按照美国此次最新公布的去年第四季度 GDP 增
长初值，美国经济去年全年增长 2.4%，与前年一
致。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去年第四季度美国消费者支
出回落，但是去年全年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3.1%，仍
为近 10 年来最快增速。剔除库存和贸易后，美国去
年第四季度 GDP 年化季率增速达到了 1.6%。据认
为，阻碍美国经济增长的库存和暖冬天气等均为暂时
性因素。随着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改善和薪资水平上
升，以及房价上涨使家庭财富增加，美国消费者支出
增速放缓的局面将会改观，美国经济增速有望在今年
一季度回升。

受企业去库存、美元走强和全球需求放缓等因素影响

美去年第四季度增速放缓至0.7%

本报首尔电 记者杨明报道：为落实第六次中日
韩领导人会议成果，1 月 30 日，第一次中日韩教育部
长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韩国
副总理兼教育部长李俊植、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出
席会议。

三国教育部长一致认为，中日韩教育部长首次会
议的召开标志着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机制正式建立。
这一新机制丰富了三国合作内涵，对深化三国教育合
作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东北亚乃至亚洲的教育合作具
有引领作用。三方同意通过这一重要机制全面加强三
国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袁贵仁表示，中日韩互为近邻，开展面向未来的教
育合作意义重大，中方倡议三国继续实施并扩大“亚洲
校园”项目，举办不同类型和层次的中日韩大学校长论
坛，并在创新人才培养、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中日韩千
校携手”、加强语言教学等方面推动深度合作。中方有
关倡议得到日韩的积极回应。会后，三国教育部长共
同签署了《中日韩三国教育合作首尔宣言》。

据悉，第二次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定于 2017年在
日本举行。

首次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在首尔举行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
当地时间 1 月 30 日，史密森美国艺术博
物馆大楼中心的科戈德庭院到处洋溢着
中国猴年春节浓浓的年味，第三届“欢乐
春节——中国新年家庭日”活动在此举
行，吸引了数千名当地民众前来参加中
国传统的舞狮、民乐、杂技、书法、手工艺
制品展示等活动。

这是史密森美国艺术博物馆连续第3
年主办“欢乐春节——中国新年家庭日”

活动。步入史密森美国艺术博物馆大楼
中心的科戈德庭院，眼前到处是高挂的中
国结、红灯笼、年画，耳边也响起欢快的过
年曲调。11时 30分许，史密森学会副秘
书长理查德·库林、史密森美国艺术博物
馆馆长伊丽莎白·布龙和中国驻美大使崔
天凯，共同为舞狮点睛，掀开了活动序幕。

在活动现场，中国传统艺术家们与
民众积极互动，来自河南的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泥猴张”，指导小朋友

捏出一个个自己心中的“美猴王”。不少
民众排着长队等待现场的书法家为自己
题字。在河南舞阳的农民画展前，也有
不少美国民众在饶有兴趣地欣赏，不时
可见身着唐装、金发碧眼的一家人在活
动展板前合影留念。

上图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泥猴张”指导小朋友捏泥猴。

伟 东摄

“欢乐春节——中国新年家庭日”在华盛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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