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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纽约电 记者张伟报道：联合国拉丁美洲
暨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近期下调拉美 2016 年经济
增长预期，该机构预测拉美地区经济今年将萎缩
0.6%。

该机构称，由于偏低的商品价格和金融市场震
荡，此前预估的增长 0.2%已经无法实现。其中，拉
美最大的经济体巴西今年可能萎缩 3.5%。去年 12
月，该机构对巴西的经济增速预测为萎缩 2.0%。

拉美经济今年将萎缩 0.6%

“一带一路”带来欧亚合作新主题
——柏林东方论坛聚焦“一带一路”建设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今年的东方论坛将目光更多地投向
远东地区。”裕信银行董事会主席吉塞普·
维塔在致辞中说。欧亚大陆有着悠久的
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历史。“一带一路”建
设继往开来，对于欧亚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与中国一道，在
欧亚地区建立更加紧密的可持续发展关
系架构。”

上周，来自欧洲和中亚等地区近 40 个
国家的 400多名嘉宾齐聚第四届柏林东方
论坛。这个由裕信银行、麦德龙股份公司
和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共同举办的论坛，
传统议题是加强德国经济界与其东部伙伴
以及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而今年，“一带
一路”建设给欧亚地区带来的经济发展机
遇成为论坛上讨论的重点之一。

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在论坛期间发布

的最新调查显示，48.1%的受访者认为“一
带一路”建设蕴含着经济发展新机遇。“‘一
带一路’建设将带来欧亚合作的新形式，不
仅会给沿线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潜力，而且
可以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助推器。”德国
经济东方委员会主席、德国林德集团首席
执行官沃尔夫冈·比歇勒认为。

麦德龙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奥拉夫·
科赫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为东西方欧亚
贸易枢纽的成型搭建了极具前景的框架。
同时，这也是中国转型成为欧洲新型商业
伙伴的重要一步。中国不再仅仅是“世界
工厂”，而是转为投资者。中国国内迅速成
长的中产阶层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巨大，
也给欧洲提供了新投资机会。

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主席乌尔里希·
格里洛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最终受益

者不仅仅是两端的国家，而是所有沿线国
家。“一带一路”如果能实现商品和服务自
由流通，不仅能发掘出巨大的贸易潜力，更
有利于整个亚欧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为了给欧洲和欧亚地区带来现实机
遇，我们必须要达成共识，‘一带一路’建设
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项目，只有我们将其
视为共同项目，‘一带一路’才能得到全力
发展。”麦德龙中东欧和国际业务主管依冯
娜·博洛说。

在讨论环节，德国铁路股份公司国际
商业关系主管、德铁工程与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首席执行官尼克·瓦尔巴诺夫表达了
他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期待。他说，中国
经济目前没有衰退的迹象，而是继续保持
中高速增长。中国政府的“十三五”规划提
出，至 2020 年保持年均经济增速在 6.5%

以 上 。 此 外 ，GDP 和 人 均 收 入 都 将 比
2010 年翻一番。“这两大因素决定了中国
未来对进口货物的需求将大幅攀升”。此
外，中国还将同沿线国家一起，打造出数条
跨境交通和贸易线路。“在基础设施建设的
国际合作方面，德铁的技术和经验优势正
好可以发挥作用。”

当然，会议也暴露出了部分与会嘉宾
对“一带一路”建设了解不足等问题。德国
经济东方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有 20.6%的
受访者表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容不甚
了解，也有部分人持有疑虑。当主持人问
到，会否出现中国在项目中受益更多的情
况时，参与讨论的海南航空柏林办事处总
经理杨钰龙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是双赢
的项目。国际合作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
单方面受益，在获取的同时都应作出贡献。

解决产能过剩
少打“嘴官司”

连 俊

上周，多哈会议未能就冻结石油产

量以助推油价回升达成协议，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召开的钢铁产能过剩研讨会

也吵成了“一锅粥”。如今，能源、钢铁

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已成为当前世界

各国经济复苏的“拦路虎”。各国开出的

“药方”见仁见智。但是，如果有些国家

坚持向他国转移矛盾，热衷于打“嘴官

司”却不想着压缩自身的产能，恐怕破

解产能过剩的僵局还有待时日。

17 日，20 多个石油生产国的能源高

官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议，探讨如

何冻结石油产量以助推油价回升。会议

最终未能就“冻产”达成协议。外界曾

对这次会议抱有较大期望，认为会议很

有可能在今年 2 月份的四国“冻产”协

议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但会议结果最

终令人大失所望。分析认为，尽管有消

息称此次未能达成协议的主因是沙特坚

持将伊朗纳入“冻产”国家之列，但真

正的原因，还在于全球原油市场短时间

内供大于求的局面难以改变。同时，各

国 各 有 算 盘 ， 不 愿 意 承 担 太 多 的 “ 冻

产”损失，故而“嘴官司”打得火热，

一到该拿出干货时却没了动静。

除了石油，还有钢铁。18 日，由经

合组织钢铁委员会主办的“钢铁行业过

剩产能和结构调整高级别研讨会”在比

利时举行。这次会议上，一些发达国家

无视中国积极化解钢铁过剩产能采取的

多项措施和取得的良好效果，一味地为

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寻找借口。有分析认

为，化解钢铁产能过剩要看实际行动，

中国化解钢铁产能过剩的各项努力均走

在世界前列，“钢铁产能过剩是全球性问

题，是相关经济体的共同挑战、共同责

任，只有共同努力，遵循规律、循序渐

进，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努力能够形成合力。当地时间

22 日，联合国总部举行的 《巴黎协定》

高级别签署仪式，超过 165 个国家在当

天签署该协定，为 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分析指出，尽管

签署 《巴黎协定》 只是确保本协定早日

生效的第一步，但却是从无到有的第一

步，这也表明世界各国加强沟通共同努

力，能够推动多赢结果的实现。这对解

决当前全球产能过剩问题，也不无借鉴。

近日，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在
俄罗斯银行协会上表示，虽然目前形势依
旧严峻，但最坏情况没有出现，俄罗斯经
济趋于稳定。同时，俄罗斯财政部部长西
卢阿诺夫认为，政府及央行的举措有力地
帮助俄罗斯经济度过了近 10年来最大的
一次危机，俄经济复苏值得期待。

通货膨胀率得到控制是俄政府部门
得出国民经济趋稳的主要依据。根据俄
罗斯统计局官方数据，2016 年 3 月，俄罗
斯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升 7.3%，环比
上升 0.5%，较 2015 年底上升 2.1%。这
些数据与 2015 年同期数据相比，均有较
大改善。纳比乌林娜表示，除去央行相
对严厉的货币政策效用，国际粮食市场
价格下降、俄罗斯蔬菜及土豆丰产等也
对控制通胀起到了积极正面作用。

与此同时，俄罗斯银行业也呈现出
利好消息。2016 年一季度，俄罗斯银
行部门净利润 1070 亿卢布，是去年同
期的 18 倍。银行资本一季度增加 0.3%
至 81.2 万亿卢布，银行部门从 2015 年
初的亏损转为盈利。纳比乌林娜表示，
2016 年内，银行部门剩余流动资金将
由短缺转向盈余，即所有银行在央行的
储备金大于所有银行再融资需求。目
前，长期贷款利率下降速度快于短期贷

款利率，俄罗斯的信贷条件将会得到极
大好转。

俄罗斯经济趋稳还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俄罗斯工业仍保持发展势
态。去除季节因素影响后，俄罗斯 1月和
2 月份工业生产指数分别比上月增长
0.9%、0.1%。二是未出现严重资本外逃
现象。俄财政部副部长奥列什金表示，
2016 年初至今，俄罗斯资本外流总额小
于 GDP 的 3%。预估 2016 年全年资本外
流约为 400 亿美元，大幅小于 2015 年的
568 亿美元及 2014 年的 1530 亿美元。
三是部分进口商品及外贸部门出现了明
显增长。

尽管俄罗斯经济目前已经暂时解除
“危机警报”，显现出诸多积极信号，但仍
不可掉以轻心。俄仍需谨慎应对目前新
旧挑战叠加的局面。

首 先 ，国 际 油 价 继 续 回 升 基 础 薄
弱。根据俄央行最新预测，全球石油供
应仍将继续过剩，未来 3年乌拉尔原油平
均价格为 30 美元/桶至 40 美元/桶。17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石油生产国
会议，未能达成“冻产”协定，国际油价进
一步承压。

其次，西方继续制裁。今年 3 月初，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俄罗斯的制裁再

度延长一年，欧盟国家迫于美国压力，于
近期解除制裁的可能性较小。海外融
资、技术交流、双边贸易等方面的问题将
继续制约俄经济发展。

再次，财政预算规则亟待改革。俄
罗斯总统普京近期将俄 2016 年财政预
算赤字限定在 3%之内，而俄前财政部长
库德林表示，2016 年俄财政赤字将达到
5%至 5.5%。纳比乌林娜表示，目前国家
财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养老金及工资指
数化，这将耗费大量国家财政支出。本
月俄罗斯财政部将修订国家财政预算，
俄罗斯央行第一副主席尤达耶娃呼吁，
应考虑新的预算规则，以减少石油价格
对国家财政影响，否则预算将成为经济
及金融稳定性的风险来源。

面对诸多挑战，俄罗斯央行将继续
奉行“合理紧缩”的货币政策，以保证
2017 年实现通胀率降低至 4%的目标。
同时，纳比乌林娜承诺将继续推进经济
结构改革，为经济长期发展积蓄力量。
她表示，去年扶持中小企业的项目成果
丰硕，今年将对该项目继续追加 250 亿
卢布资金。俄罗斯副总理德约尔科维奇
在 今 年 的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年 会 上 表 示 ，
2016 年俄将降低国家和地方财政开支，
并积极开辟新的服务和生产行业。

通胀得到控制 工业保持发展

俄罗斯经济趋于稳定

本版编辑 禹 洋

由中国武汉首次开行至法国的中欧班列，也是

中国首个以法国为终点站的中欧班列，开启了武汉

与法国经贸往来的新阶段。这趟国际集装箱货运列

车于 4 月 6 日从武汉吴家山铁路中心站开出，载有机

械产品、电子产品、化工产品及服装等。班列从阿拉

山口出境，一路向西，横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

罗斯、波兰、德国，历时 15 天抵达法国里昂的韦尼雪

货运站，全程约 11300 公里。图为中欧班列满载货

物缓缓驶入里昂韦尼雪货运站。 新华社发

当前，海外各界普遍关注并热烈议论
中国未来改革进程规划和潜在市场影响。
就此，《经济日报》记者专访了英中贸易协
会总裁傅仲森。

傅仲森表示，英国企业界对于中国不
断推进的供给侧改革高度关注。中国经
济发展动力强劲，但是依然面临着一系列
的挑战，需要深入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
当前中国的改革和经济管理不再过度强
调和依赖财政货币刺激计划，而是更加重
视税收、国企和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
改革。

傅仲森强调，英国企业也经历过结构
调整和供给侧改革，对于改革的阵痛和代
价有着深刻认识。因此，虽然当前中国经
济出现了增速下调的问题，但英国企业普

遍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实现结构调整必须
经历的过程。英中贸易协会更多关注的是
中国政府当前对改革方向的坚持，期待中
国尽早推动各项改革。

针对当前中国推进的供给侧改革，傅
仲森表示，外资企业期待中国政府更好地
宣介改革的目标与内容。与此前中国股票
市场政策、外汇汇率政策改革不同，供给侧
改革更多牵涉到经济发展基础层面和微观
动力调整。此前西方媒体在人民币汇率以
及股市问题上对中国负面声音频出，很大
程度源自于其对中国经济的理解不够深
入。鉴于供给侧改革事关中国经济基础动
力调整，外资企业期待聆听权威和官方的
政策解读。

就此前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傅仲森认

为部分西方媒体和分析人员对此的反应过
于简单化。在分析中国市场波动的过程
中，各方必须将全球金融环境的变化纳入
评估。当前，美联储加息和大宗商品价格
波动为全球市场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一系列事件造成新兴市场未来发展面临
巨大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如果相关媒
体和分析人员对中国市场内部情况了解不
充分，很难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估。

就中国经济改革对外资企业发展带来
的影响，傅仲森表示，英中贸易协会对此持
高度积极乐观态度。他认为，未来中英两
国企业在彼此市场上都能够找到足够多的
市场机遇和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的机会。

“一带一路”建设更是为双方企业未来数十
年的长期合作带来了更多机遇。如果将目

光转移到中国国内市场，未来中国服务业
驱动的经济发展和制造产业的高端化对英
国企业而言是机会。目前，中国总体环境
正在发生变化，但是改革带来的合作机遇
需要分部门、分地区细致研究。尽管中国
传统制造业部门正在经历困难，但各方不
应忽视其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尤其是医
疗、电子商务和消费等方面。

傅仲森说，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意味
着其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城市差
异。外国企业和投资者不能简单地只盯住
经济增速，或者只重视单一的制造业 PMI
数据，而忽视了中国中东部经济的持续繁
荣，忽视了非制造业产业部门的快速拓
展。因此，理解中国经济、开拓中国市场发
展必须深入其中，不能仅仅看数字。

海外企业期待中国新一轮改革红利
——访英中贸易协会总裁傅仲森

□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赖 毅

针 对 欧 美 制

裁，俄罗斯采取改

变进口地等策略加

以应对。目前，在

俄罗斯超市上架的

水果蔬菜种类与制

裁前无大差异，数

量也能得到保障。

图为民众在莫斯科

的超市内选购蔬菜

水果。

本报驻莫斯科

记者 赖 毅摄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欧盟统计
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2 月份，欧元区和欧盟
建筑业产出环比分别下降 1.1%和 0.4%，同比分别
增长 2.5%和 2.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2 月份，欧盟房屋建筑产出
环 比 下 降 0.5% ，民 用 工 程 建 筑 产 出 环 比 增 长
0.3%。今年 2 月份，欧盟建筑业产出环比涨幅最大
的 3 个成员国分别是罗马尼亚(5.1%)、英国(3.1%)和
保加利亚(2.7%)，建筑业产出环比降幅最大的 3个成
员国分别是法国(-6%)、瑞典(-5.1%)和斯洛文尼亚
(-4.1%)。

欧盟建筑业产出环比下降 0.4%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劳工部
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服务价格下跌，经季节性调
整 ，美 国 3 月 份 生 产 者 物 价 指 数 (PPI) 环 比 下 降
0.1%，市场预期为环比上升 0.2%。扣除食品及能
源，美国 3 月份核心 PPI环比下降 0.1%，市场预期为
环比上升 0.1%。

数据显示，在截至 3 月份的 12 个月里，美国生
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下降 0.1%，市场预期为同比上升
0.3%；美国核心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升 1%，市场
预期为同比上升 1.3%。低迷的 PPI 数据显示，美国
整体通胀水平依然远低于美联储 2%的政策目标。

美 国 PPI 环 比 下 降 0.1%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日前宣布建立税收合作平台，共
同推进全球税收合作。该税收合作平台不仅使四个
国际组织之间围绕国际税收法规设计与实施的定期
讨论正规化，还将加强能力建设援助，提供共同制
定的指南，并围绕项目和知识交流活动分享信息。

今年 2 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二十国集团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上述国际组织作出了围
绕国际税收问题加强合作的决定。税收在实现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建立税收
合作平台的主要目的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技
术咨询，增强其能力建设并为国际规则设计作出更
多贡献。

据悉，税收合作平台的首个“工具箱”以税
收激励为重点，已于去年 11 月推出。平台成员将
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地区性税收组织、银行和
捐助方定期会晤，必要时也会与企业界和民间社
团开展磋商。

国际组织推进全球税收合作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澳大利亚葡
萄酒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3 月
底的 12 个月内，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增长 13%，出
口总额达到 21 亿澳元。其中向中国内地市场出口
额增长 64%，达到 3.97 亿澳元，向香港出口 1.29 亿
澳元。总体上，中国市场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澳最大
的葡萄酒出口市场。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首席执行官克拉克表
示，澳大利亚优质红酒需求持续增长，亚洲市场尤其
突出。报告称，去年底开始正式实施的中澳双边自
贸协定，为澳葡萄酒出口带来了巨大商机。尽管实
施时间还不到 4 个月，澳大利亚向中国内地的葡萄
酒出口额已经实现全面增长，10 澳元以上红酒出口
额涨幅高达 91%，达到 1.6亿澳元。

澳葡萄酒对华出口大幅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