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 球2016年10月24日 星期一8

日前，中国公布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数
据，引起欧洲投资者的密切关注。渣打银
行、巴克莱资本公司和标准人寿投资公司
认为，中国经济活动指标不断改善，经济企
稳态势明显，且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推进。

渣打银行表示，8、9 月份中国宏观经
济数据持续向好。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
数据有所好转，表明经济企稳态势明显，
硬着陆风险已经非常低。因此，渣打预计
今年下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
速将会升至 6.9%，全年经济增速极有可
能维持在 6.8%的高位。巴克莱资本也表
示，近期数据一改此前疲弱势头，指标转
好态势明显。整体来看，二季度到四季度
增 长 势 头 明 显 ，据 此 上 调 中 国 四 季 度
GDP增速 20个基点。

标准人寿投资公司新兴市场经济学
家艾力克斯·沃尔夫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6.7%的增速符合其此前预
期。中国经济总体发展动力依然强劲，无
论是消费领域还是投资领域都保持了充
足的动力，工业产出也保持了相对稳定。
自一季度末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刺
激财政和货币政策，二季度经济显著提
速；二季度经济增长动力和趋势也在三、
四季度得以充分延续。

三季度数据显示，从投资、消费、净出
口三大需求的贡献率来看，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是 71%，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13.3 个百分点。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转变
也引发了各方的关注。渣打银行表示，分
析支撑当前经济回升的动力来源，服务业
和工业增加值增长保持了相对稳定，消费
作为中国经济稳定器的作用不断增强。
沃尔夫表示，消费显示了强大的韧性，成
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虽然未来
消费增长可能会受到居民收入增速下滑
的潜在影响，但是消费在 GDP 增长中重
要性不断提升的趋势不会发生变化。消
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继续提升，这意

味着需求结构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9 月份中国贸易数据成为各方关注

的焦点。沃尔夫表示，不应过度解读月度
出口数据，月度数据往往具有较高的波动
性且容易受到意外因素干扰。他表示，9
月份以美元计算的年化出口波动并不代
表当前中国贸易实际情况，9 月份以美元
计价的出口年度降幅大增是诸多因素共
同造成的。其中，今年 9 月份工作天数较
去年减少、人民币汇率下滑等因素是造成
月份出口数据不能反映全貌的原因。如
果将上述因素考虑在内，9 月份数据变动
并不剧烈。

沃尔夫表示，要理解中国贸易发展总
体态势需要更为全面地评估和考虑。近
几个月来，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
的新增出口订单数量一直呈现稳步增长
趋势，9 月份新接出口业务量更是进一步
趋稳。与此同时，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也
在近几个月实现了稳定增长。如果以更
为客观的贸易量而非贸易额为标准评估
中国出口态势，近期中国贸易相比去年同

期仍有一定的增加。
与此同时，9 月份出口下滑和汇率贬

值共同出现表明，中国政府没有操纵汇率
以促进出口。事实上，中国出口贸易中约
40%为加工贸易，人民币贬值带来的进口
材料成本上升等因素将严重限制货币贬
值推动出口的效果。

沃尔夫表示，PPI 和 CPI 数据改善反
映了中国经济内外环境的变化。PPI 数
据与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关联度极高。近
期数据改善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大宗商品
市场的走强。另外，PPI 数据也与国内过
剩产能压缩进程密切关联。当前，中国已
经在煤炭领域大规模推进产能压缩；在钢
铁领域，通过大型企业合并和小型企业退
出，产能压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未来
PPI 数据能否长期处于临界点以上水平
将主要取决于产能压缩进程。10 月份
PPI 数据将成为各方评判中国未来通缩
风险的重要标准。如果未来大宗商品价
格继续保持稳定，四季度 PPI 数据也将成
为观察中国产能变化的重要数据标准。

欧洲机构投资者认为

中国经济呈现稳中提质积极态势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金秋时节，农作物迎来丰收。图为日本奈良地区农民在忙着收割稻子。 本报记者 苏海河摄 本版编辑 禹 洋

上周，全球市场相对平静。中国三季度经济数据如

市场预期保持平稳，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让担

忧“流动性拐点”的人们暂时松了口气，美联储加息的预

期在摇摆中逐渐升温，各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不同

程度的下滑。

10 月 19 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

算，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52.9971万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7%。分季度看，一、二、三季度

均增长6.7%。这个数据与此前市场的预期相符，也反映出

市场对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信心。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对

稳定当前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有助于

世界加深对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观的理解和接受。

10月20日，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

大关键利率不变，每月800亿欧元的购债计划也将继续实施

到2017年3月份。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市场上就有传闻，

在正式结束量宽政策之前，欧洲央行可能逐步缩减资产购

买规模。结合美联储12月份加息预期的升温，这也再度引

发市场关于“流动性拐点”是否来到的议论。不过，货币政

策收紧并非机构所乐见，甚至有人专门撰写报告称，如果欧

洲央行过早削减购债计划，将对欧洲经济带来严重冲击。

这一观点是肺腑之言还是危言耸听，不得而知。

最令人关注的还是美联储加息进程。10 月 19 日，美

联储发布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称，8月下旬至 10月上旬

美国大部分区域的经济活动继续扩张，多数区域预计经济

前景乐观向好。20日，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报告显

示，受首次购房者需求增强拉动，9月份美国旧房销量在7、

8月份连续下跌后出现反弹。数据走强也带动美联储加息

预期升温，推动美元汇率走强。进入 10 月份后（截至 20

日），美元指数累计上涨 3%。受此影响，全球主要发达和

新兴市场货币普遍下跌，欧元、英镑和日元对美元汇率累

计分别贬值 2.8%、5.6%和 2.5%，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和境内外市场汇率也累计分别下跌 0.8%、1%和 1.1%。分

析认为，美元加息是造成全球汇率波动的根本原因，人民

币尽管有所下滑，但与世界主要货币相比跌幅并不大。那

些既不看中国经济基本面，又不理会美元升值这一重要因

素，反复炒作人民币长期贬值的论调，也该歇歇了。

全球市场波澜不惊
连 俊

在中印战略经济对话会框架下，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印
度工商企业联合会日前在印度新德里联合举办中印企业
经济合作促进会。来自中印两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邦）、企
业、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的近 200 名代表参会。双方代表
先后介绍了中印企业务实合作的成功经验以及金融支持
政策，深入探讨交流了印度重点产业领域的投资环境和发
展潜力。来自中国深圳、贵阳、沈阳、海南等城市的代表、
企业和印方西孟加拉邦、恰蒂斯加尔邦、旁遮普邦等 11 个
邦的政府、企业达成了 100 多项合作意向。此次合作促进
会的丰硕成果，向外界传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印经贸
合作正在进入务实、共赢的新时期。

首先，印度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两国经贸合作。在
此次合作促进会上，来自中央政府部门、各地方邦的印方
代表积极向中方企业介绍投资环境、政策与项目，渴望并
鼓励中国企业对印投资。在与印方代表的交流中，中方代
表明显感受到了“合作与竞争并重”的理念。一方面，印方
代表希望借鉴中国经济开放发展的经验，引入中国资本和
技术，促进经济发展，以期若干年后达到中国的发展水
平；另一方面，一些地方邦代表在投资项目推介与洽谈时
所展现的全球视野与国际化水平，让中方参会代表耳目一
新。中方参会代表大多认为，印度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全
球第二大发展中国家，正在以新的、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
深度变化与调整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给中印经贸合作深入
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充满了竞
争和挑战。

其次，两国企业合作潜力巨大。印度市场空间大、劳
动力成本低，“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清洁印度”等计划的
实施，为处于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落实“中国制造 2025”和

“互联网+”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投资空间。可以预
见，工程设备、智能手机及相关产品、垃圾处理、电力建设
和电厂运营维护等领域，都将成为未来两国企业拓展和深

化合作的平台。中方企业代表表示，与“印度制造”相结
合，在印度当地生产产品，不仅能扩展印度市场空间，还能
获得更多进入其他地区如南亚、东欧和非洲市场的机会。

事实上，一大批中国企业正走入印度，扎根印度。三
一集团代表说，公司实施“本地化战略”，实现产品及制造
本地化、人才及培训本地化以及融入本土社会和文化，企
业在印度围绕核心业务不断拓宽合作领域，目前销售和服
务范围已覆盖整个南亚乃至亚洲地区。中小微企业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反映，该公司承建《中印联合声明》
提出在古吉拉特邦建立印度中国工业园区工程，园区于
2016 年 6 月启动后，正在按计划稳步开展。中国银行孟
买分行代表指出，自 2014 年 4 月份开始筹备以来，中行一
直在积极探索和推进相关业务。

面对发展机遇和挑战，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加快中印
企业经济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建设至关重要。中方代表指
出，未来中印经济务实合作将不断加强，这对两国经济务
实合作平台和机制建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发展改
革委对外经济合作办公室负责人表示，作为承接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际合作机制策划与推进工作的主要机构之一，下
一步将与国内及印方有关机构共同努力，加强资源整合，
搭建更多务实交流的平台，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从
而推动中印双边企业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可以说，中印两国企业经济务实合作影响深远，在当
前形势下，更需重新看待中印合作的意义。虽然当前两国
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不大，但基于印度劳动力低成本优势
和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印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
世界经济。如果中国企业错失进入印度市场的机会，将对
中印双边及多边贸易投资格局带来不可扭转的影响。更
为重要的是，中国和印度是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居前两位
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合作的推进机制探索也将对金砖国家
务实合作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印经贸合作再添务实新篇章
本报记者 胡英华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以“包容性发
展和非洲数字转型”为主题的第五届非洲互联网治理大
会日前在南非德班举行，150 多位来自联合国非洲经济
发展委员会、非洲联盟、非洲各国政府及信息产业界人
士出席。与会代表聚焦互联网经济潜力，并重点探讨如
何通过信息技术推动非洲国家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

南非通信与邮电部部长奎莱表示，互联网已成为世
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非洲大陆必须把握契机，加快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技能培训，才能深入融合全
球互联网经济链，更好地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到
来。奎莱说，南非早于 2013 年即通过了《连接南非》的

宽带普及计划，并于近期颁布了信息与通讯技术（ICT）
政策白皮书，为该国互联网产业发展提供了完善的法律
框架。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非洲各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华为公司今年 7 月份在南非约翰
内斯堡揭牌成立了非洲地区首家信息通讯技术创新体
验中心，当地民众可以体验到包括 5G 通讯技术、虚拟现
实、平安城市、智慧家庭、智能手机及可穿戴设备等研发
成果。该中心目前已与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等多所高
校签订了合作协议，将在未来 5 年为南非培训千名行业
人才，从而提升南非本地科技发展水平。

第五届非洲互联网治理大会举行
中国企业在非洲数字化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维也纳电 记者谢飞报道：近日，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在维也纳举办了“一带一路”包容与可持续城
市展览与对话活动。该活动吸引了众多来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城市的代表参加，共同讨论如何在“一带
一路”框架内，利用工发组织的平台加强合作，促进发
展，实现共赢。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表示，可持续城市
工业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所在。实现城市工
业化的可持续发展，则必须加强城市间的互联互通与
合作。

中国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史忠俊
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包括联合国工发
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广泛赞赏和积极响应，此次工发
组织举办“一带一路”包容与可持续城市展览与对话，是
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务实举措和有益尝试。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和
城市是巨大的机遇，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
力。很多沿线国家的代表都表示，希望能够在“一带一
路”倡议的框架内，充分利用工发组织等平台加强交流
与沟通，发掘潜力，切实推动务实合作，最终实现沿线地
区的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与可持续城市活动举办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世界银行最新一期的
《大宗商品市场前景》季度报告显示，考虑到石油输出国组
织（欧佩克）准备限产，世界银行将 2017 年原油价格预测
从每桶53美元上调至55美元。

报告指出，随着需求回暖和供应收紧，2017年大多数
大宗商品预计将出现温和复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
源价格明年将整体上涨近25%，涨幅超过7月份预测。金
属和矿产价格预计将上涨 4.1%；锌价预计将上涨 20%以
上。农产品价格预计 2017 年将上涨 1.4%，略低于 7 月份
预测。谷物价格预测明年涨幅将超过预期达2.9%。

多数大宗商品明年将温和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