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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讲，中国抄袭美国这种说法好
多年前就过时了，在移动领域事实恰恰相
反：美国常常抄袭中国。”一位名叫本·汤
普森的科技调研公司创始人在接受《经济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多年以来，在一些西方人眼里，“抄
袭”“盗版”“山寨”是中国科技产品的特
点。然而，8 月初《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
题为《现在轮到硅谷山寨中国企业了》的
报道，不仅在硅谷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也在西方国家引发了人们的反思。

事实上，中国的创新热潮近年来甚至
超越了以创新著称的美国硅谷。这篇报
道称，中国正走在移动技术的前沿。微信
和支付宝的出现，让二维码成了购物、打
车、叫外卖时最受欢迎的支付方式。中国

的科技产品在某些方面已经赶超美国的
脸书、推特等公司，出现了其他国家向中
国学习的现象。一些西方科技公司正从
中国企业的创新过程中寻求创意。这种
转变表明，中国在全球科技产业的发展方
向上可能享有更大的话语权。在中国，用
移动设备支付账单、订购服务、观看视频、
寻找数据的人，比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多。
去年，中国的移动支付交易总额超越了
美国。

据此间专业人士称，中国在很多领域
都是最先试水者。在美国的一款线上约
会应用“火种”出现前，中国人已经在使用
一款名叫“陌陌”的应用跟附近的单身人
士约会了。在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
佐斯谈论用无人机送货之前，中国的顺丰
快递公司早已开始测试无人机配送服
务。微信推出即时新闻比脸书早很多，微
信的语音功能也在 WhatsApp 之前开发
成 功 。 此 外 ，在 美 国 的 千 禧 一 代 通 过

Venmo 这款应用转账之前，中国的老百
姓已经在使用智能手机的数字钱包转账、
投资、在线支付。本·汤普森认为，脸书
Messenger 要实现更好地发展，最好借
鉴微信的先进理念。

报道指出，尽管中国在无人驾驶技术
和高端服务器等领域还落后于国外的同
行，但中国也拥有巨大的优势。中国手机
的普及率大大超过个人电脑，对中国6亿智
能手机用户而言，智能手机是他们主要的
数字设备。美国是信用卡普及度最高的国
家，几乎人人都拥有个人电脑。但在移动
商务和移动支付方面，中国一举跃过了电
脑和信用卡相结合的阶段，直接跨越到了
移动支付的新前沿，已经领先于美国。

中国企业对待互联网的方式也有所
不同。在美国，科技企业重视应用的简洁
性。在中国，三家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都在将尽量多的功
能融入到一个应用中。在阿里巴巴的淘

宝购物应用中，人们不仅可以购买食品、
日用品、网络游戏卡，还可以搜寻附近商
铺的折扣。百度的地图应用不仅可以导
航，还能直接使用优步叫车、预订餐厅酒
店、查询附近商铺、购买电影票、下载打折
加油券。

腾讯向其他企业开放了微信端口，允
许它们在微信平台上开发自己的应用。
据野村证券的统计，微信通过售卖服务和
在线游戏，每年可以从每个用户身上获得
7 美元的收入。而且，这些营收中相当大
一部分并非来自广告，而是来自微信上销
售的游戏、服务和商品，这一点跟美国公
司开发的 APP 有所不同。虽然这两种模
式或许无法从一个市场移植到另一个，但
彼此却可以相互借鉴。

报道最后指出，中国已开发出许多富
有创意的商业模式，尽管中美经济环境不
同，但这些商业模式已经对美国的电子商
务模式和思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美国《纽约时报》刊文称

“现在轮到硅谷山寨中国企业了”
本报驻纽约记者 朱 旌

面对全球经济动荡和外部需求持续
低迷，新加坡作为一个高度外向型经济
体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持续冲击。作为经
济增长支柱，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的不断下滑和制造业萎靡不振使得
新加坡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一时难以有
所改观。新加坡贸工部预计，2016 年新
加坡经济将维持在 1％至 2％的低速增
长区间。

据新加坡贸工部最新公布的第二季
度经济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今年第二
季度经济同比增长 2.1％，增幅与上季度
持平，但低于此前市场的普遍预期。具
体来看，在电子和生物医药行业的强劲
带 动 下 ，第 二 季 度 制 造 业 同 比 增 长
1.1%，扭转了此前的下降态势；建筑业
同比增长 3.3%，但与第一季度的 4.0%
相比增速有所放缓；批发和零售行业增
幅则由第一季度的 2.9%回落至 2.2%；运
输和仓储业同比增长 2.9%，一改第一季
度下降 0.1%的萎缩态势；住宿和食品服
务业同比增长 1.6%，增速与第一季度的
1.7%几近持平；信息和通讯行业同比增
长 1.2%，增幅与第一季度的 3.1%相比出
现较大下滑；金融保险业在第二季度也
仅有 0.8%的同比增长；商业服务业第二
季度同比萎缩 0.2%，出现了 2003 年以
来的首次下跌。

新加坡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来自制造业和运输、仓储业的强势反
弹，以及建筑业和批发与零售等行业的
稳定增长。但受内外不利因素共同影
响，新加坡经济下半年将依旧面临增长
乏力的局面。

一方面，服务业经济贡献率出现下
滑。占据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约三分之
二 的 服 务 业 虽 然 在 第 二 季 度 实 现 了
1.4%的同比增长，却是该行业近两年
来的最低增幅。同时，这也标志着新加

坡服务业增速连续三个季度放缓，经济
增长贡献率显著下滑。其中，金融与保
险业创下了自 2012 年第三季度以来的
最低增幅，商业服务业更是出现了自
2003 年第二季度以来的首次下跌。新
加坡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罗惠燕对此表
示，低迷的区域经济持续影响金融服务
业的表现，预计全年金融服务业增速将
与新加坡整体经济表现持平。对此，当
地经济分析师普遍感到较为担忧。因为
服务业作为新加坡经济的支柱产业之
一，解决了近 72％的就业人口，服务
业增速下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加坡经
济前景堪忧。

另一方面，制造业前景仍不乐观明
朗。占据新加坡经济约五分之一比重的
制造业在连续萎缩 6 个月后，虽在第二

季度止跌回升，但除了电子、生物医药
和精密工程领域外，该行业的其他领域
均处于萎缩态势。据新加坡采购与材料
管理学院 （SIPMM） 近期发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新加坡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自去年 6 月份以来已连续 13 个
月处于荣枯线以下。意味着新加坡制造
业当下依旧整体低迷疲弱，前景并不乐
观，因此第二季度数据的抢眼表现或许
只是昙花一现。贸工部常任秘书罗锦贤
也表示，制造业的扩张主要由电子和生
物医药等强势带动。如果全球经济依然
增 长 缓 慢 ， 这 一 扩 张 势 头 恐 怕 难 以
延续。

与此同时，贸易出口依旧萎靡不
振。据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新加坡今年第二季度非石

油国内出口和商品贸易依旧延续此前的
下跌态势，但跌幅与上一季度相比均有
所放缓。整体非石油出口在第二季度萎
缩 1.1％，商品贸易则同比下跌 5.7％。
在此基础上，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预
测，今年全年新加坡非石油国内出口将
下跌 3％至 4％，而全年总贸易额则将下
跌 6％至 7％。

鉴于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和上
半年新加坡经济整体的乏力表现，贸工
部将新加坡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从原来的
1％—3％下调至 1％—2％区间。罗锦
贤表示，英国脱欧公投增加了全球经济
前景的不确定性，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
预计将在下半年增速放缓。在此背景
下，新加坡预计下半年经济仍将持续增
长，但增速或会放缓。

外部需求低迷 增长预期下调

新加坡经济增长乏力局面难改观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刘 威

自中国经济开始再平衡进程以来，外
界投资者密切跟踪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
进程，对产能压缩、债务问题解决、汇率市
场化发展等问题高度关注。就当前各方
关注的热点议题，《经济日报》记者专访了
汇丰银行经济研究亚太区联席主管范力
民。

谈及中国经济转型进程，范力民表
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正处于再平衡过程
中。当前我们已经看到了服务业增加值
在 GDP 中的比重超过了 50%，这是一个
里程碑式的数据。同时，消费对 GDP 的
贡献比例也达到了历史高位。这些都表
明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预期中的积极
转变。

有西方投资者认为，中国应该进一步
加快产能压缩和结构调整。范力民强调，
这一观点是不公平、不客观的。体量如此

巨大的经济体转型，这一进程是经济史上
未曾有过的。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国内在
转型期的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压力有着清
晰的判断，并对结构调整的困难做了充分
准备。未来这一渐进的转型过程将在中
长期内实现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这一
稳健和渐进的转型模式不仅有利于中国
经济的稳定，同时能够有效避免中国经济
波动的外溢效应。如果展望未来 5 年至
10 年的发展前景，我毫不怀疑中国经济
驱动力未来将主要来自消费和服务业。

范力民认为，当前外部投资者高度关
注中国国内产能压缩问题。然而，外国投
资者和政府需要更加注意到中国市场的
多样性和长期发展趋势。范力民强调，中
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多层面政策，努力推动
产能压缩进程。然而，这一进程不可能一
蹴而就。考虑到中国剩余产能在中国国
内的不均衡分布，中国政府以渐进模式压
缩产能是最为稳妥的操作模式。

范力民认为，中国总体债务问题是可
控的。中国国内债务分布不均衡态势明

显。债务主要集中在公司部门而非私人
部门，这从本质上有别于金融危机期间美
欧债务问题。2008 年危机期间，美欧私
人部门杠杆率过高，违约造成的债务处理
难度极大。与此同时，中国公司部门债务
集中在公共企业部门。对于高度集中的
公共企业债务问题，中国政府有着强大的
控制力。这一控制力不仅体现在对企业
发展绩效的影响上，同时体现在对债务风
险的控制上。因此，未来中国公共部门的
债务问题不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谈及中国汇率的市场化，范力民表
示，在过去 8 周至 10 周内，人民币汇率相
对于美元从 6.5 波动下滑至 6.6 附近，同
时中国外储变化幅度不大，市场更是平静
应对这一变化。5 月份以来的市场变化
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一定程度
上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市场对于人民币基
于一揽子货币（CEFTS）的定价机制更有
信心。这也反映了中国政府稳定人民币
汇率预期的能力进一步加强。

与此同时，范力民强调，中国政府无

需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提振竞争力。范力
民列举数据表示，相比 2010年，中国人民
币的实际汇率上升了 30%，同时中国在
全球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也进一步上升。
这表明中国出口企业并未丧失竞争力。
2015 年出口数据反映更多的是全球市场
低迷而非中国竞争力下降。因此，认为中
国人民币汇率波动下滑是“有意贬值”以
促进出口的说法毫无根据。

在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方面，范力民表
示，当前中国政府积极推动资本市场开
放，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在岸市场的渠道
和规模都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谈及对未
来改革的期待，范力民表示，当前外部投
资者期待中国政府未来能够进一步提升
投资渠道的灵活度和市场友好程度。当
前，中国监管层不断加大对投资者的市场
教育和推广工作。未来随着类似工作的
更多开展，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热情和对
于中国监管层的信任程度将进一步提升，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红利也将更多惠及
全球投资者。

中国经济转型平稳向前推进
——访汇丰银行经济研究亚太区联席主管范力民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运作中的新加坡港，是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刘 威摄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刘键 翟朝辉报道：欧盟投
资银行近日决定提供 1500 万欧元用于支持罗马尼亚农
业领域中小企业发展，这是罗马尼亚首次获得欧盟战略
投资基金支持。

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地区发展的官员称，欧洲投
资银行为罗农业领域中小企业提供种子基金，能够促进
罗马尼亚农村地区的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树立了欧盟农
村地区发展的一个模板。

本报讯 记者陈颐、实习生徐茂骞报道：亚洲开发银
行（亚行）日前在北京签署了一项 5000 万美元贷款协
议，这是亚行在中国小额信贷领域发放的首笔非主权贷
款，以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下属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中和农信）开展小额信贷项目。该笔亚行贷款将转
贷给居住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指定贫困县的转贷借款人。
贷款将循环发放，转贷总额预计将超过 2 亿美元，旨在支
持家庭农业综合经营，贸易、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个体微型
企业，以及其他农村经济活动。

亚行私营部门金融机构处处长克里斯蒂娜·恩斯特
龙表示，我们向中和农信提供的援助将为个体农工商户
主（多数为女性）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落后地区的金融服
务水平，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和包容性
增长。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刘键报道：波兰农食经济研
究会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 5 月份波兰牛奶销量达到
9.82 亿升，同比增加 1.7%，环比增加 4.2%。1 月至 5 月
份，牛奶产量为 46亿升，同比增加 7%。

同时，波兰水果出口量也明显增加，4 月份新鲜水果
和加工水果出口量同比分别增加 43%和 10%。苹果和
梨对鲜果出口的贡献最大，分别增加 44%和 74%。对加
工水果出口拉动最大的是冷冻水果，同比增加 9%，其次
是果酱和罐装水果，分别增加 11%和 34%。

亚行与中和农信签小额信贷协议

波兰乳制品销量同比增加1.7%

本版编辑 刘 亮

本报巴黎电 记者陈博报道：法国宪法委员会日前
批准法国新版劳动法草案，这意味着此前备受争议的该
法案被法国宪法承认。据悉，该法案有望于今年年底前
得到实施。

法国总理府发表新闻通告称，宪法委员会的决定为
新版劳动法最终实施赋予了法律依据，总理瓦尔斯对此
表示欢迎。新闻通告称，宪法委员会除删去原草案中 5
个“无关紧要的”条款外，还驳回了反对派议员提交的议
案。此前备受反对派议员争议的工作年限条款则被保
留。

瓦尔斯此前曾表示，新劳动法是法总统奥朗德实行
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近 5 个月来，新劳动法草案引发
了法国一系列大规模街头抗议与社会争议。

法宪法委员会批准新劳动法草案

美国7月份失业率维持在4.9%

欧盟助力罗马尼亚中小企业发展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劳工部日前
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7 月份非农部门新增就业岗位
25.5 万 个 ，好 于 市 场 预 期 的 18 万 个 ，失 业 率 维 持 在
4.9%。美国 6月份非农部门新增就业岗位由 28.7万个上
修至 29.2 万个。过去 3 个月，美国月均新增就业岗位为
19万个。

数据显示，美国 7 月份衡量在职和求职人口总数占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的 劳 动 参 与 率 微 升 至 62.8% ，前 值 为
62.7%。美国 7 月份平均每小时工资增加 0.08 美元至
25.69 美元，环比上涨 0.3%，好于预期 0.2%,同比上涨
2.6%，与预期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