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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纽约电 记者张伟报道：被喻为“能源达沃斯”的剑
桥能源周上周在美国休斯敦举行。此次能源周的主题为“能源
转型——一个新世界的战略”。中国提出的全球能源互联网战
略成为能源周的一大亮点，与会者认为，这是解决全球能源、
气候、环境问题的创新思考，具有可操作性，符合全人类共同
利益，将对世界能源可持续发展发挥全局性、战略性引领
作用。

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主席诺曼·贝表示，全球能源互
联网战略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将对美国能源界和工业界产
生广泛影响。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将把全人类紧紧地团结在
一起，促进全球和平共处。

美国剑桥能源咨询公司主席丹尼尔·耶金表示，全球能源
互联网是极具开创性的伟大构想，在解决全球能源安全、环境
污染、气候变化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考虑到特高压输电距
离能达到 5000 公里，可以实现大洲之间的电网连接，比如从
亚洲到欧洲甚至更远，这有助于重塑后化石能源时代全球能源
新格局。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表示，能源网、交通
网、通信 （信息） 网是全球最重要的三大基础网络设施。
经过多年建设，全球交通网、通信 （信息） 网已实现跨国
跨洲互联网，能源网必然向全球互联方向发展，即全球能
源 互 联 网 。 中 国 的 实 践 充 分 表 明 ， 依 托 特 高 压 、 智 能 电
网、清洁能源等新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构建全球能源互联
网是现实可行的。全球能源互联网是 21 世纪能源领域的重
大创新，不仅是能源和电力的载体，更是信息、科技、服
务、文明的载体，将深刻改变世界能源发展格局，实现能
源变革与转型。

美国剑桥能源咨询公司亚太区气电研究部及中国能源主
管周希舟认为，巴黎气候大会后，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引导未
来能源供需走向的重要因素。中国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所
需的技术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突破。目前，各个国家和地
区的电力政策、电力市场构架和电力市场的运行方式存在不
同，跨国界电力系统的筹划也存在挑战。但是，全球大部分
国家都希望能源供给更加清洁，电力供给更加顺畅、稳定。
因此，全球能源互联网战略将会得到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
家的积极响应。

本版编辑 李红光

中企承建乌“甘姆奇克”隧道全线贯通

酒业是保加利亚经济的重要传统产业，每年在普罗夫迪夫举办的国际农业博览会也是中东欧地区规模最大的酒类国际

展会。图为葡萄酒展台。 本报记者 田晓军摄

2 月 27 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

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圆满结束。当

夜，印尼财政部第一时间给《经济日报》

发来题为《印尼参加 G20 上海财长和央

行行长会议成果》的稿件，表明了印尼

作为 G20 中唯一来自东南亚的国家，对

此次会议以及对 9 月份 G20 杭州峰会的

高度期待。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依然乏

力，全球贸易投资低位徘徊，国际金融

市场震荡不已，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

策走势分化明显，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更

大下行压力。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近期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原

来预测的 3.6%下调到 3.4%。在各类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的背景下，

国际社会对 G20 发挥领导力以推动解

决世界经济突出问题高度期待。如何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如何推进结构

性改革、如何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不仅

是此次上海会议的重要议题，而且将成

为 G20 成员在杭州峰会上进一步探讨

的共同关切。

要回答好这一共同关切，就要研究

好、处理好 G20 本身的活力问题。作为

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全球经济治理

最主要的政策平台，G20 机制一直致力

于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

长。然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证

明，单靠量化宽松政策难以冲破制约增

长的结构性障碍，更可能带来较多的负

面外溢效应。因此，G20 成员制定本国

宏观经济政策时不能不考虑相互沟通和

协调、不能不重视推进结构性改革。否

则，G20机制将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国际

金融市场稳定和繁荣、国际经济体系公

平和公正也将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为此，中国一直致力于强化 G20 成

员的团结与协作，为发挥 G20 机制服务

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成果建

言献策、身体力行。此次上海会议，与会

国就全球经济增长框架、基础设施投资、

国际金融架构、国际税收协调、绿色金融

和气候资金等议题发表了联合公报，进

一步展现了中国主张的正能量和生命

力。作为 G20 杭州峰会的主席国，中国

将进一步推动形成政策共识，并向世界

传递明确而积极的信号，呼吁密切宏观

经济政策协调以加速创新驱动发展和供

给侧改革，倡导推进全球经济全方位互

联互通和良性互动，鼓励减少全球发展

不平等、不平衡现象。

春华秋实，早春 G20 财长和央行行

长会议在上海播下种子，为的是 G20 峰

会金秋在杭州的桂雨飘香中结出丰硕

的果实。“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

经济”——这一 G20 峰会主题，是记者

在雅加达与印尼财金界经常谈及的话

题。大家相信，“凝聚共识、同舟共济、

务实合作、共克时艰”早已成为 G20 成

员的共同追求；我们期待，G20 杭州峰

会和中国主张进一步为世界经济注入

新活力、培育新动能、开拓新格局作出

新贡献。

自美联储去年 12 月份启动近 10 年
来的首次加息以来，美国经济最近一个
时期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
长前景愈发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市
场及外界对其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的看
法正在发生转变，从以前被看作发达经
济体的“一枝独秀”，到如今对美联储货
币政策效应的质疑，甚至预测其新一轮
衰退可能迫近。美国经济下行风险不
断加大，日益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首先，美联储 2015 年底加息进程
的启动及其所产生的效应，正成为决定
美国经济未来走势的关键因素和最大
挑战。随着美联储加息进程的启动，美
国宏观经济层面的流动性收缩将逐步
传导至各个微观领域，包括消费信贷、
抵押按揭贷款和工商业信贷，各层次利
率水平将易涨难跌。历史经验表明，加

息之年往往是经济复苏强劲之年，强势
复苏是利率长期拐点形成的物质基础，
而拐点形成后的一两年里，经济复苏往
往会有所趋冷，具体表现为投资、消费
等全方位增长引擎受损。

其次，全球经济放缓在一定程度上
拖累美国中期经济增长。发达经济体
的持续不均衡复苏在不断加剧，欧元区
被通缩和难民问题困扰，增长乏力；日
本经济整体增速偏弱。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经济体则连续 5 年下滑。金融市
场波动进一步加剧、石油和其他大宗商
品价格下跌、美元强势给美元债务人带
来资产负债表和融资风险、发达经济体
中期增长水平进一步下降到接近停滞
状态，造成全球需求进一步下降。乌克
兰、中东或非洲部分地区地缘政治冲突
加剧对经济活动产生溢出效应等影响
全球经济增长下行的风险可能会加剧。

再次，美国近几个月来服务业与制
造业的表现令人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担忧
加剧。根据市场研究机构马基特的数

据，美国 2 月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初值下滑至 49.8，为 2013 年 10
月以来首次低于 50，也是 2009 年 10 月
以来倒数第二差的数据；美国 2 月份制
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为 51，
市 场 预 期 为 52.5，其 前 值 为 52.4，创
2012 年 10 月以来新低，其中多个分项
指数下滑。值得市场警惕的是，当美国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处于如此
低位的时候，美联储推出了第三轮量化
宽松政策（QE3）。马基特首席经济学家
克里斯·威廉姆森表示，近一个时期的经
济数据表明，第一季度美国经济陷入萎
缩的风险很高，商业信心下滑及订单减
少表明，美国未来经济情况可能更糟。

最后，美国大选将对美国现行经济
增长模式带来新的冲击，从而给美国经
济增长前景带来新的变数。2016年，美
国将迎来四年一度的大选年。大选势必
将在一个多事之秋完成总统更替，不仅
美联储政策选择和美元运行都处于关键
时段，而且全球地缘政治正因恐怖主义、

乌克兰危机和大国博弈的不断升级而进
入一个高危时期。美国民主党、共和党
总统候选人对财政、货币和能源政策的
立场与主张值得市场关注。市场分析人
士指出，偏向左翼、形似鸽派的民主党一
旦赢得选举，新的短期经济均衡将继续
偏向中产阶级和贫困人群关注的就业改
善；偏向右翼、形似鹰派的共和党一旦挑
战成功，新的短期经济均衡将更偏向富
裕阶层在意的价格调整。

在市场和外界对美国经济未来增
长前景越发担忧的背景下，美联储 2 月
17 日公布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
许多美联储官员担心美国经济增长的
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上升，显示美联
储 对 未 来 加 息 路 径 与 幅 度 将 更 加 谨
慎。他们认为，在下次加息前应等待
更多更好的信息印证美国潜在经济增
长能力和未来通胀前景，今后加息的
时机和节奏将取决于未来经济和金融
市场形势发展及其对美国中期经济增
长前景的影响。

中国主张为G20增添正能量
田 原

美国经济下行风险正在加大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高伟东

2 月 27 日，由中铁隧道集团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

琶布铁路“甘姆奇克”隧道举行全隧贯通剪彩仪式，中乌双方共

同庆贺“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甘姆奇克”隧道

长 19.26 千米，比计划提前了近 100 天完工。中国铁路工人以艰

苦奋战的“中国精神”，在乌兹别克斯坦创造了“中国速度”。“甘

姆奇克”隧道为中亚第一长隧、乌兹别克斯坦一号工程，也是“丝

绸之路经济带”上中吉乌铁路的重要一环，对促进乌兹别克斯坦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图为中

铁隧道集团工人欢呼隧道全线贯通。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李垂发摄影报道

农博会让中保农企合作“面对面”
本报驻索非亚记者 田晓军

“中美旅游年”活动启动
将为两国合作带来更多商机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中美旅游年”开幕式
将于 2 月 29 日在北京举行。中国驻美国使馆公使吴玺围绕

“中美旅游年”举行媒体吹风会，介绍旅游年系列活动。吴玺
表示，旅游是促进中美友好与合作的重要纽带，也是中美经贸
合作的重要增长点，“中美旅游年”系列活动的举办将为中美
合作带来更多商机。

去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双方
共同宣布 2016 年为“中美旅游年”。据吴玺介绍，“中美旅游
年”开幕后，“千名美国游客游长城”活动将于 3 月 25 日在河
北省金山岭长城举办。此外，中方有关机构将在美国举行“美
丽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旅游”推广活动，中美双方还将在宁
夏举行旅游高层对话。与此同时，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为两国
游客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服务，包括鼓励各自旅游行业开发更多
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推动航空部门提供更具人性化的
服务等。中美旅游业者将因此获得更多商机，两国游客也会得
到更多实惠。

吴玺表示，旅游是促进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是两国
人民加深理解和友谊的有效方式，也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增
长点。越来越多的中美两国人民到对方国家旅行，领略那里的
风光、美食、历史、文化，感受彼此间的友好情谊，有助于增
进两国民众间的理解和信任，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更
多的正能量，进一步夯实民意基础。

旅游业是中美互利共赢经贸关系的缩影。近年来，美国游
客赴华旅游保持稳健发展态势，年均来华约 210 万人次，是中
国第三大客源国市场、第一大远程市场，占外国人入境过夜旅
游市场份额的近 10%，市场潜力巨大。赴美旅游的中国游客
也保持强劲增长，已成为美国第四大客源国市场。据美国商务
部国家旅游办公室估算，2015 年，到访美国的中国游客达到
256 万人次，2016 年将增至 297 万人次。相信“中美旅游年”
将进一步拉动两国旅游市场增长，为两国旅游业带来更大的收
益，也为两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保加利亚国际农业博览会于 2 月
28 日在普罗夫迪夫市的国际会展中心
降下帷幕，来自中国等 29 个国家的
670 多家农业、农副产品及农业机械
与技术公司参加了为期 5 天的博览
会。展会上，江苏牧羊控股有限公
司、大连布谷机械工程公司等中国企
业引人注目。保加利亚农业部长塔内
娃表示，去年 6 月正式成立的中国
—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促进联合会发
挥了良好的作用，保中两国在农业领
域的合作发展势头很好。

保加利亚是“一带一路”沿线上
的重要国家，农业是保政府确定的
重点发展产业之一，十分欢迎外资
进入其农业领域。近年来，国际市
场粮食价格上涨，保加利亚因其低
税 率 和 低 廉 的 土 地 出 售 和 租 赁 价
格，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目

前，在中保各项合作中，农业合作
是重点之一，两国在农业发展方面
具 有 很 强 的 互 补 性 ， 合 作 项 目 众
多。农产品贸易方面，保加利亚对
华 出 口 的 葡 萄 酒 、 玫 瑰 油 、 奶 制
品、蜂蜜、饲料、油料作物和肉类
等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保加利亚希
望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让
更多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并与中
国企业达成更广泛的合作，进一步
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近年来，中保两国农业合作日益
扩大，双边农产品贸易额持续增长。
中国对保农业领域的投资，主要集中
在小型多功能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
械，玉米和苜蓿种植，肉类、水果和
蔬菜加工，含油玫瑰、香料植物、药
用植物栽培和加工、化妆品生产等领
域。很多中国企业看好保加利亚良好

的农业发展先天条件，计划在保投资
更多项目。农博会为中国企业了解保
加利亚市场，对接保企业提供了平
台。保加利亚政府对推动与中国开展
农业合作态度积极，愿望强烈。因
此，中保两国农业合作发展空间很
大，前景广阔。

此次参加博览会的江苏牧羊控股
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农牧全产业链
机械制造和工程服务提供商。公司欧
洲部销售经理祝金金在接受 《经济日
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保加利亚是公
司在东欧的重点市场之一，此次参加
农博会加强了与新老客户的互动，让
保加利亚客户更多地了解中国公司及
产品。“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
带动下，公司获得了更多在东欧地区
拓展的机会，能够让我们和当地企业
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双赢”。

上周，为期两天的 2016 年二十国集

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平静

中落幕。会议公报强调将进一步加强

结构性改革议程，重申避免竞争性货币

贬值，并同意就外汇市场进行密切讨论

沟通。接下来的全球经济走势，取决于

具体政策的实施力度。

27 日 ，G20 财 长 和 央 行 行 长 会 议

在上海闭幕。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们

经过讨论后强调，“近期市场的过度波

动与全球经济基本面温和复苏的状况

并不相符”，同意进一步推动结构性改

革，并“将各自和共同采取所有政策工

具，包括货币、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

等，来应对风险、增强市场信心和促进

经济增长”。分析认为，会后公报有针

对性地回应了会前部分机构和投行的

悲 观 论 调 ，同 时 明 确 了 重 点 政 策 方

向。对于与会各方而言，能否将会上

沟通协调的内容尽快落到实处，将直

接影响接下来的全球经济走势。

应当说，上周公布的一些数据能

够支撑“温和复苏”的判断。25 日，欧

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

欧元区按年率计算的通胀率为 0.3%。

虽然较欧盟设定的目标通胀率仍有较

大差距，但是比去年 12 月份的 0.2%略

高，也高于去年同期的负 0.6%。26 日，

美国商务部公布去年第四季度 GDP 首

次修正数据，按年率计算增长 1%，高

于此前公布的 0.7%的预估值。

分析认为，对“全球经济基本面”

的判断十分微妙：一方面是宏观数据

温 和 增 长 支 撑 着 各 国 政 府 的 基 本 判

断，另一方面则是部分具有指标意义

的数据持续疲软，让许多机构和投行

对前景悲观。比如美国去年第四季度

GDP 修正值虽然好于预期，但是数据

也显示“占美国经济总量近 70%的个人

消费开支第四季度按年率增长 2%，低

于前一季度 3%的增速”。这种微妙情

况表明当前世界经济的复苏基础并不

牢靠。那么，是往前一步真正走出增

长的低谷？还是停滞不前再度陷入衰

退 ？ 在 各 方 看 清 解 决 问 题 的 方 向 之

后，最终的结果恐怕还是得取决于政

策的落实程度。

政策协调看落实
连 俊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成共识
将引领世界能源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