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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年消费冷热不一

受经济复苏缓慢及安全原因影响，法国人节日消费热情不高。图为巴黎一购物

中心门口比较冷清。 本报记者 李鸿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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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产能合作驶入快车道
徐惠喜

伦敦市长淡化脱欧影响安抚人心

这是 1 月 1 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邓达斯广场

拍摄的“美丽中国——2017 丝绸之路旅游年”主题宣传广

告牌。从 2016 年 12 月 26 日起，由中国国家旅游局推出、

以“美丽中国——2017 丝绸之路旅游年”为主题的大型旅

游宣传广告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邓达斯广场亮相，向

人们展示中国美丽而丰富的旅游资源。整个活动将持续

5周。 （新华社发）

“美丽中国”宣传片亮相加拿大多伦多

美国：消费意愿持续增强
本 报 纽 约 电 记 者 朱 旌 报 道 ：

2016 年 三 季 度 美 国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大 大 超 出 预 期 ，达 到 3.5% ，消 费 者
信 心 指 数 也 创 下 自 2001 年 8 月 份
以 来 的 新 高 ，加 上 政 府 涨 薪 的 预 期
和 劳 动 力 市 场 的 持 续 改 善 ，美 国 圣
诞 和 新 年 假 期 消 费 火 热 。 美 国 零
售 资 讯 公 司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2016
年 美 国 圣 诞 节 销 售 额 为 6370 亿 美
元 ，增 幅 4.9% ，创 下 10 年 来 最 佳 成
绩 。 其 中 ，电 子 产 品 、家 居 用 品 、美
容 用 品 和 玩 具 是 商 品 消 费 的 主 要
推 动 力 。

在旅游消费方面，美国汽车协会
预测，此次圣诞和新年假期的出行旅
客 将 突 破 1.5 亿 人 次 ，打 破 美 国 有 史
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超过 90%的
出行者选择自驾汽车外出度假，比去
年 同 期 的 出 行 人 数 增 加 了 1.4% 。 此
外 ，乘 飞 机 出 行 人 数 预 计 会 增 加
0.7% ，达 到 580 万 人 次 ，与 此 相 关 的
餐饮、住宿等消费也将同比增长。

美国汽车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多
尼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称，收
入的增加和低廉的汽油价格，使人们有
更充裕的资金在假期消费。 法国：购物热情不如往年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圣诞
节与新年元旦是法国人传统的休假、购物
季，但 2017 年新年，受经济复苏缓慢及安
全原因影响，法国人节日消费热情不高。
在对巴黎比较大的几个购物中心采访中，
不少商场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市场热情明
显不如往年，有些商品的销售量甚至不到
往年同期的一半。这其中有网络消费带
来的冲击，更多的是人们对安全问题及经
济问题的担忧。

据法国消费研究机构统计，2016 年，
法国平均每个家庭在节日期间花费 559
欧元，包括礼品、饮食、室内装饰及其他消
费，低于英国和德国节日家庭平均消费的
933 欧元和 710 欧元。据法国零售业研
究中心预测，法国 2017 年跨年节日消费
将仅增长 1.5%，达到 670 亿欧元，仅有略
超半数的法国人表示要在节日期间保持
或适当增加消费量。在消费结构上，服
装、糖果及高科技产品最受青睐，其中儿
童消费的占比较大，饮食类商品则排在节
日消费预算的第二位。

专门为大型连锁企业发布线上商品

信息的法国伯尼亚公司负责人巴哈亚·拉
扎里斯表示，法国人越来越倾向于购买节
日期间的打折商品，这种现象特别明显。
有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会在对比商家网络
发布的商品价格和电商打折信息后再选
购商品。

此外，由于德国发生卡车恐袭事件，
法国因而加强了节日期间的反恐力度。
法国内政部又增加了 3000 名军警维持
治安，尤其是在商场、集市、教堂等公共场
所，同时在全法各地派遣 36000 名法国
宪兵，以加强节日期间的安保。在巴黎十
五区的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内，一名受访民
众对记者表示，德国发生的事件令人愤
怒，尽管法国加强了安保措施，但节日期
间我还是选择多与家人在家中团聚，尽量
避免去人流密集的地方。该购物中心负
责红酒的导购员也对记者表示，当前，受
经济和安全问题影响，节日市场不像往年
那样火热，民众消费也比较平均，节日消
费日趋理性与节省。各类商品中，仅有法
国人节日必备品如红酒、鹅肝等商品的销
量与往年同期持平，其他商品销量一般。

韩国：中国游客带来人气
本报首尔电 记者杨明 白云飞报

道：在 2017 年 新 年 之 际 ，中 国 游 客 的
身影在韩国主要商区随处可见。对于
中国游客来说，赴韩旅游的重头戏就
是 购 物 ，其 中 最 受 青 睐 的 仍 是 明 洞 、
东大门等传统商圈以及各大免税店。
韩国各商家也不失时机地开展减价、
现场退税以及赠送礼品等形式多样的
优惠活动，很多店铺还专门安排店员
在门口接待。整个新年期间，韩国各
个商圈都是一片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的景象。
由于价格和知名度等原因，大量

中国游客将购物目标锁定在国际奢侈
品牌以及雪花秀、悦诗风吟等进军中
国市场较早的韩国名牌。但随着两国
民间交往的增多，打入中国市场相对
较 晚 的 HERA、欧 蕙 等 韩 国 名 牌 也 越
来 越 受 到 中 国 游 客 的 喜 爱 。 与 此 同
时，东大门等购物区聚集了大量韩国
本土小众品牌，吸引了很多中国年轻
女游客来此淘货。

日本：福袋促销吸引消费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新

年长假是日本人最大的假期，也是日本
家庭消费的重要节点。由于很多人要
回老家与父母家人团聚，交通消费是一
项重要支出，机票、火车票等需要早早
预订，2016 年 12 月 30 日、31 日新干线
的乘坐率达到 150%。有些人喜欢举家
旅游，到海边、温泉等旅游胜地看日出
迎新年，也使很多旅游饭店一房难求。
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大力发展旅游经济，
外国游客不断增多，2015 年访日外国
游客达 1973.7 万人次，初步统计 2016
年 又 增 长 近 20% ，日 本 政 府 计 划 到

2020 年 实 现 4000 万 人 次 的 接 待 目
标。因此，日本本地消费者在节假日不
得不面对客房不足的烦恼。

与此同时，很多百货公司、商店也紧
盯新年商机，以卖“福袋”的方式大力促进
消费。其中，有的福袋标明内含相机、电
脑、手机等电子商品；也有的福袋不标注
商品内容，卖的是喜庆与惊喜。价格只有
商店标价的一半，甚至更便宜，等于打了
一个大折扣。因此，元旦一大早商店尚未
开门，很多店家门口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等着“抢福”，讨头彩，很多顾客刚出商店
大门就迫不及待地查看福袋的内容。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逢年
过节，酷爱热闹的印尼人最喜欢去的地方
就是商场，全家老少一起上阵，买东西、看
电影、逛超市，再就是到中餐馆饱餐一顿。

说起印尼的中餐馆，风味上由于历史
上受到来自福建和广东华人群体的影响，
通常以粤菜或闽菜为主，川菜也有一定市
场但还不普遍。这里的中餐馆一般就地

取材，并结合了印尼菜的一些做法，特别
是香料方面用了不少丁香、月桂、青柠等
东南亚特产。值得一提的是，鼎泰丰、帝
王鸭、小肥羊、海底捞等在中国颇有名气
的餐饮品牌，这两年也陆续前来开拓印尼
市场，虽然网点还不多，价格也比国内大
约贵 50%，但仍深受广大印尼消费者尤
其是白领阶层的欢迎。

印尼：吃中餐已成为时尚

东京一家电器商店的福袋柜台，顾客在选购福袋。 本报记者 苏海河摄

韩国首尔明洞的商店纷纷开展打折优惠活动。 本报记者 白云飞摄

南非中国经贸协会认为

中企加快融入南非经济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南非中国经贸

协会日前发布的《2015—2016 年度中国企业在南非发
展的报告》认为，作为非洲门户和非洲最发达经济体的
南非正日益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鼓励和支持中企
赴非投资兴业，为中南两国投资与经贸合作迎来了新
契机。报告认为，中资企业在南非快速发展，和南非经
济一起共发展、同进步，为南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报告指出，中南双向投资经贸规模不断扩大。在投
资领域，截至 2015 年年底，中国累计对南非投资约 130
亿美元。目前，在南非的中资企业逾 300家，其中大中型
企业约 140 家。在双边贸易领域，2015 年中南贸易额达
460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南非产品出口结构进一步改善，
例如光学、照相及医疗设备增长 26.5%，铁道机车设备出
口额扩大 2倍等。

报告指出，中南产能合作呈现喜人局面。目前，中国
中车已在南非设立电力机车组装工厂，机车产品已陆续
交付使用；冀东发展集团南非曼巴水泥项目提前 6 个月
竣工并投产，日产水泥达 3000 吨。中企对南非投资多
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已从传统的采矿业延伸至家电、汽
车、建材、光伏等行业。例如，海信南非工厂所产电视产
品市场占有率已经位居南非第一。北汽集团南非公司
2016 年 8 月正式开工，建成投产后将形成 13 亿美元年销
售收入，占南非汽车业年产销量的 10%，带动当地就业
1.5万人。

报告认为，在南非投资经营的中资企业不仅产生了
巨大经济价值，更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创造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一方面，中资企业为当地提供了数以万
计的就业岗位。面对市场萎缩、准入门槛高等不利因
素，中资企业坚持不撤资、不裁员、不减薪，这对于失业
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南非而言至关重要。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 2015 年年底，在南非的中资企业员工超过 2.6
万人，本地员工数量约 2.4 万人，员工本地化率超过九
成；另一方面，中资企业热心支持当地教育、医疗卫生
和社会公益事业。其中，中兴通讯为南非当地孤儿院
等捐献设备财务，资助当地重大社会活动；中国银行约
翰内斯堡分行捐助南非宋庆龄基金会以援建开普敦巴
普莫莱勒孤儿院“中国馆”，这些行动在当地赢得了广
泛认同和高度赞誉。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 自去年 6 月英国公投决
定脱欧以来，其进程与影响一直受到密切关注。英国伦
敦市长萨迪克汗日前表示，欢迎欧盟国家公民留在伦敦，
并表示脱欧不会对此有影响。

据报道，目前伦敦人中大约有 100 万其他欧盟国家
的公民，他们分布在保健、建筑、金融等各行各业。萨迪
克汗表示，这些人员为伦敦的繁荣成功作出了贡献，因
此，他们将一直在伦敦受到欢迎。萨迪克汗还表示，关键
是要能够持续吸引人才，与欧盟单一市场保持联系十分
重要。

支持英国退出欧盟的大多数英国民众的核心诉求就
是要求政府限制来自欧盟的移民。而欧盟方面已多次表
示，英国要想继续保留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资格，就必须
允许欧盟国家公民自由进出英国。

巴西期待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 月 1 日电 据巴西旅游部最

新统计，目前已有 316 家巴西旅行社获得接待中国游客
的资质。

巴西旅游部长马科斯·贝尔特朗日前表示，巴西希望
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

巴西旅游部规定，当地旅行社要想获得接待中国
游客的资质，必须在旅游部注册，了解巴西旅游部和
中国国家旅游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承诺承担
相关责任，以便能够更加顺利地帮助中国游客办理所
需手续。

巴西国家旅游协会主席维尼修斯·鲁梅尔兹表示，每
个国家的文化习俗不同，保护游客安全非常重要。有资
质和能力的旅行社了解中国游客的喜好，也会让中国游
客更好地了解巴西。

逢年过节，总离不开消费。节日消费已经成为刺激经济的重要

方法，尤其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大背景下，为增加消费，提振

消费者的信心至关重要。然而，在新年伊始的购物季，却呈现出不同

的景象：有些地方消费火热，不断创下新高；有些地方热情不高，不断

遇冷；还有些地方则借助外力，营造人气。这种消费的冷热不一，预

示着在新的一年里，靠增加消费刺激经济并非易事

湄公河国家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推进中国

与湄公河国家的产能合作，有助于实现地

区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实现从“共饮一

江水”到“命运共同体”的华丽升级。

产能合作互利双赢。对于中国来说，

湄公河地区是中国塑造和谐周边、打造与

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条件最好的区域。对

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等湄公河国

家而言，发展经济是民心所向，是政府施政

重点，更是整个地区的主旋律。当前，世界

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持续低迷，以孤立

主义、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

抬头。湄公河各国期盼加强对华经贸合

作,承接中国的优质产能，提升工业化和城

镇化水平。对世界经济而言，湄公河国家

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有助于树立发展中国家

推进全球化、区域化的典范，在更广大的范

围内产生影响和示范效应。

双方合作已有相当根基。湄公河国家

总体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

对外资外贸依赖较大。长期以来，中国与

湄公河 5 国一直保持密切的经贸合作关

系，国际产能合作已具有一定的基础。随

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

济合作的深入开展，中国逐渐发展成为湄

公河国家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产能合作

的成果日益丰硕。截至目前，中国对湄公

河5国累计投资总额达到488亿美元，是缅

甸、柬埔寨、老挝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

“澜湄机制”提速产能合作。2016 年

启动的“澜湄合作”是澜沧江—湄公河流

域合作的新机制、新实践和新平台，具有

多 方 面 的 重 要 意 义 。 就 次 区 域 层 面 而

言，“澜湄合作”机制的正式启动标志着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合作进入到

了一个 6 国自主全面深化发展新阶段，为

该区域合作的全面拓展和深化带来更强

劲的动力和更丰富的内涵，促进区域内

各国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中国与湄

公河 5 国共同发表的《澜沧江—湄公河国

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明确将产能合作

作为湄公河区域合作的优先发展方向。

双方一致同意依据相关国家法律框架和

发展实际，依托交通互联互通和产业集

聚区平台，优先推进产能合作。这显示

了澜湄 6 国通过开展产能合作，实现可持

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强烈愿望，也意味

着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产能合作步入了

发展新阶段。

最近，中国与湄公河 5 国的产能合作

不断取得新进展。例如，中国与柬埔寨今

年签署备忘录，决定在基础设施、加工制

造、工程机械、电力建材和通信等领域开

展更多合作。老挝决定将其“八五”规划

与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对接，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与该国的“变陆锁国为陆联国”

战略对接，欢迎中国向其提供能源制造、

农业等领域的先进技术。中国与湄公河

国家的产能合作正在驶入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