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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华盛顿4月17日电 记者高伟

东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当地时
间 4 月 17 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
告指出，全球投资和贸易继续回升，2017
年全球经济增长 3.8%，比 2016 年提高了
0.6 个百分点，成为 2011 年以来增长最快
的一年。IMF认为，此轮全球经济增长基础
广泛，特别是欧洲和亚洲地区出现了令人
惊喜的显著增长。相较去年 10 月份，IMF
此次将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均上
调了 0.2 个百分点至 3.9%，反映了全球增
长继续加强，同时 IMF还将中国今年经济
增长预测上调了0.1个百分点至6.6%。

报告认为，自 2016 年中期以来，全球
经济回升已变得更为广泛、更为强劲，这一
结论得到欧元区、日本、中国和美国持续强
劲增长表现的支持，去年这些经济体的增
长速度都超出预期。发达经济体今年和明
年将继续以超过潜在增长率的速度扩张，
随后经济增长将减速，但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经济体的增长将加快，随后趋于稳定。
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当前有利的经济增速
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政策制定者应抓住这
一机会巩固增长，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
性，并加强政府应对下次衰退的能力。

具体而言，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今明
两年分别为 2.5%、2.2%，相较去年 10 月
份，分别上调了 0.5个、0.4个百分点，增长

速度将快于潜在增长率。美国经济在一定程
度上得益于临时性的财政刺激政策，相较去
年10月份，IMF对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
预测分别从 2.3%提高到 2.9%、1.9%提高到
2.7%，分别上调了0.6个、0.8个百分点；在宽
松货币政策支持下，欧元区经济体的过剩产
能将缩小，对欧元区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
测 分 别 从 1.9%提 高 到 2.4%、1.7%提 高 到
2.0%，分别上调了0.5个、0.3个百分点；对日
本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从 0.7%提
高到 1.2%、0.8%提高到 0.9%，分别上调了
0.5个、0.1个百分点。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增长预
计将进一步加强，亚洲和欧洲新兴经济体将
继续强劲增长，大宗商品出口国经济在经历
了3年增长疲软后将略有回升。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今明两年分别为
4.9%、5.1%。相较去年 10月份，IMF对中国
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从 6.5%提高
到 6.6%、6.3%提高到 6.4%，均上调了 0.1 个
百分点。

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几个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的经济表现也好于此前
的预测，这些国家包括巴西、墨西哥和欧洲
新兴经济体。相较去年 10 月份，IMF 对巴
西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从 1.5%提
高到 2.3%、2.0%提高到 2.5%，分别上调了
0.8个、0.5个百分点；对墨西哥今明两年的

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从 1.9%提高到 2.3%、
2.3%提高到 3.0%，分别上调了 0.4 个、
0.7个百分点。

报告认为，尽管近期内影响全球经济
增长的风险大致平衡，未来几个季度之后
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在
货币政策正常化已启动、但金融状况仍宽
松的环境下，可能出现金融状况急剧收紧
的局面，使过去积累的金融脆弱性暴露出
来，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二是对技术
变革和全球化的担忧在加剧，同时贸易失
衡也在扩大，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普遍支
持减弱，可能导致各国转向采取内向型政
策，从而破坏贸易和投资；三是气候变化、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网络安全漏洞对疲
弱的全球经济增长中期前景造成了进一步
威胁。

报告最后强调，目前全球经济的周期
性上升为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时
机，使各国能够推进相关政策和改革，保持
当前的回升势头，并提高中期增长率，以造
福所有人。每个国家都可以采取很多措
施，以促进更强劲、更有韧性、更具包容性
的经济增长。为应对包括世界贸易治理在
内的各种挑战，多边合作仍至关重要。全
球相互依赖性只会继续增强，除非各国以
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来面对这一环
境，否则全球经济无法繁荣发展。

IMF《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

今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3.9%
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1个百分点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欧洲议会发表
演讲，强调了当前欧盟面临的诸多挑战与
问题，并呼吁欧洲各国警惕“威权体制”对
欧洲的“诱惑与侵蚀”，谨防民粹主义和疑
欧情绪引发“欧洲内战”。他指出，欧洲当
前需要采取更多行动，而非空想与口号。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龙此番演讲的内容并
未在实质上过多触及欧盟改革问题，似乎
在有意淡化近来欧盟改革进程裹足不前的

“尴尬”局面。这种“尴尬”从何而来？有当
地分析指出，马克龙在推进欧盟改革的道
路上面临多重挑战，虽然德国总理默克尔
此前完成了艰难的组阁进程，但眼下法德
两国围绕欧盟改革进程的分歧渐显，“法德
轴心”实际运转并不顺畅，似乎需要更长的
磨合时间引领欧盟前进。

“马克龙似乎正在失去德国脆弱的支
持”。有欧洲媒体这样评论“法德轴心”
现状，并担忧法德两国是否能如期在今年
6月份共同提出欧盟重大改革蓝图。在马
克龙发表演讲后，有欧洲议员询问其“为
何很少谈及欧元区改革问题”，马克龙对
此回应表示，他希望获得更加“雄心勃

勃”的支持。
德国财政部长肖尔茨近日曾公开表

示，马克龙提出的部分欧盟改革方案“不
可行”，并指出德国将尊重所有欧盟成员
国的意愿，未来继续与法国就欧盟改革
方案开展协调。

谈钱伤感情。法德两国围绕欧盟改
革方案的分歧自去年底便逐渐显现，并
多数集中在经贸与金融领域。首先，在
欧元区与欧洲银行业改革等问题上，德
国对法国的提议始终表现得“不温不
火”。其次，在近期的美欧贸易摩擦中，
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比欧盟贸易专
员马尔姆斯特罗姆更早抵达华盛顿会见
美方官员，旨在为德国的经济利益辩护，
这让法国深感恼火。此外，德国对法国
试图建立碳排放联盟，为碳排放定价的
提议更显“冷淡”，认为这是马克龙在为
法国电力公司核电站“创收”，更高的碳

排放价格显然对高度依赖煤炭发电的德国
经济不利。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欧盟观察人士
认为，法德领导人当前各自面临国内政治
力量的掣肘，这不仅分散了法德政府的政
策关注重点，亦对欧盟改革前景产生了消
极影响。

对马克龙而言，法国经济近年来的总
体表现与德国存在明显差距，略显“慵懒”
的法国内部市场亟待大刀阔斧地改革，但
罢工潮与民意支持率等欧洲政客的“紧箍
咒”正在考验着马克龙的政治魄力，如何尽
快稳定国内局势，摆脱低增长、高失业率与
高负债的困境，是摆在法国总统面前的一
道考题。

默克尔刚刚完成了德国自二战结束后
用时最长的一轮组阁，受累于德国国内政
治力量的相互牵制，新一届德国政府在涉
及欧盟与欧元区政策领域的执政指南中，

尽显“中庸之道”，缺乏革新与进取精神，无
形中将“法德轴心”的相当一部分重担“转
嫁”给了法国。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前
正是德国拒绝或者延迟了法国的多项欧盟
改革提议。

屋漏偏逢连夜雨。尽管一个低开高走
的2017年给予了欧盟加速复苏的信心，但
在进入2018年后，欧盟发现自身一体化面
临的挑战依然严峻，“法德轴心”的磨合亟
待加速。欧洲稳定机制首席执行官克劳
斯·雷格林近日表示了这种担忧：“我们似
乎正在失去已有良好复苏势头。”

克劳斯·雷格林的话并非危言耸听，欧
元区近期的经济表现并不理想，证明欧洲
的复苏态势仍不稳定。欧元区 3 月份的
PMI指数下跌近2点，为2012年以来的最
大跌幅，同时欧元区 3 月份制造业增长亦
放缓至近 8 个月以来的最低点，表明该区
域消费活力有所减退。

马克龙在欧洲议会演讲时表示，法国
将长期致力于提升欧盟凝聚力，他呼吁欧
盟各国应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各种困难与
挫折。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对马克龙的讲话
表示赞赏，但容克同时提醒“欧盟并不只有
法德两国，它是一个拥有28个成员国的共
同体”。

国内势力掣肘 改革分歧渐显

“ 法 德 轴 心 ”出 现 裂 缝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陈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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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四宝、活字印刷、甲骨残片、译著展示、书法表演……中华文化符号和相关展

示16日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掀起一阵中国风。当天举办的联合国第九个中

文日活动，让近400位来宾沉醉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魅力中。图为人们在中文日

活动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万国宫庆祝中文日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法国政府近日公
布了对未来4年法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展望报告。据法
经济部预测，到2022年，法国的出口增长将快于进口，
政府在外贸领域的支持政策开始取得成效。

法国公共财政高等理事会发布的预测显示，2018
年和2019年法国经济增速将分别为2%和1.9%，其中
家庭消费与商业投资将成为助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该机构负责人表示：“当前法国的经济形势已达到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佳水平。”同时，法经济
部近期的评估认为，法国未来长期年化平均增速将达
到1.25%，随着法国政府改革措施的推进，经济复苏态
势将更趋平稳。

法国学界普遍认为，当前法国经济出现的转暖形
势更多是“继承”了前政府的“改革遗产”。法国宏观经
济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至2016年间，
法国经济已出现复苏势头，这主要受益于奥朗德政府
推行的公共费用减免及企业竞争力与就业可抵扣税额
减免等措施，有效促进了外贸利润上涨5.7个百分点，
达到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佳水平，提升了出口
企业的市场份额与影响力，使企业有充足的资金用于
多样性投资。

法国媒体更多对竞争力的提升趋势表示关注。
法国《回声报》指出，法国政府认为随着“稳定计划”
的推进，法国经济的竞争力在现政府 5 年任期内将得
到有效提高，外贸出口将明显高于进口，并有效助推
经济增长。尽管各方预期积极乐观，但外贸领域的
表现真正如何还需观察，从当前的预测看，2019 年法
国外贸领域对经济的贡献依然较小。

受益政策支持

法国外贸出口预期乐观

本报索非亚电 记者田晓军报道：中国中科创达
公司日前宣布，收购全球领先的图像视觉技术公司
MM Solutions 股权交割完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中保展开“16+1”和“一带一路”合作以来，中国企
业第一次成功收购保加利亚高技术企业，而且是有国
际知名度的优秀企业，实现了“强强联合”。

中科创达副总裁孙力在索非亚接受采访时表示，
随着 MM Solutions 视觉技术融入其智能视觉平台，
并通过与芯片端、场景应用端深度合作，中科创达的智
能视觉技术已经领跑全球。

MM Solutions 是全球领先的移动和工业图形图
像视觉技术企业之一。自 2001年成立以来，在光学
和图像处理、视觉算法等领域积累了超过 16 年的开
发和商用经验，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和技术专家，并
且与高通、德州仪器等芯片厂商拥有紧密的战略合作
关系。对成像系统、光学设计、图像处理、视觉方案
的系统与架构有深入理解，具有全球领先的图像视觉
和 AI算法开发、优化和集成能力。目前，世界上已
经有超过 60 款拥有卓越相机影像画质的智能手机和
平板电脑采用了MM Solutions相机影像解决方案及
图形图像算法；全球超过5亿台智能手机的摄像头成
像单元搭载了MM Solutions图像处理算法和画质调
校技术。除了移动领域，在智能汽车领域，摄像头越
来越多，MM Solutions 的领先视觉技术也得到了广
泛应用。因此，中科创达此次成功收购 MM Solu-
tions 对我国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有着十分积
极的意义。

孙力认为，中资企业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走出
去”，解决好与当地民众和当地人文环境融合问题，是
企业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中科创达在此次收购过程
中十分注重研究当地的法律和人文环境，并聘请了当
地优秀的会计事务所参与，从而得到当地政府、民众的
高度支持。

与此同时，MM Solutions 公司在通过此次并购
后发展前景更为广阔。MM Solutions 总经理达斯卡
罗夫表示，未来能够获得中科创达的更多支持，相信
MM Solutions 不论从技术、行业资源还是市场等方
面都会迎来更好发展。期待与中科创达共同推动全球
智能视觉领域的发展。

实现“强强联合”

中企收购保图像视觉技术公司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陈博报道：欧盟近日已正
式向世界贸易组织（WTO）就美征收钢铝关税提起了
磋商与补偿要求。

欧盟委员会公布的信息显示，欧盟不接受美方以
“国家安全”为理由征收上述商品的关税，美方这一举
措的实质在于保护其本国工业。欧盟认为，美方在采
取上述措施前并未通知世贸组织有关部门，违反了世
贸组织规定。

欧盟建议与美方尽快在世贸组织《保障措施协议》
框架下就关税问题展开磋商，以保证欧盟自身的工业
与出口利益不受侵害。

今年3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钢铝进口可能“危
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
别征收 25%和 10%的关税。虽然美国政府随后表示
将在 5月 1日前“暂时豁免”对包括欧盟在内的 7个经
济体征收钢铝关税，但欧盟仍对此持强烈抗议态度，认
为美国的这一举措违反了世贸规则。

针对同一措施，中国已于 4 月初在世贸组织争
端解决机制项下向美方提出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争
端解决程序。

认为违反世贸组织规定

欧盟就美征钢铝关税提磋商要求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
道：自 4月 1日起，南非增值税税率从
此前的 14%正式提高至 15%。这是
25 年来南非首次提高增值税税率。
南非政府在今年2月份预算报告中提
出这一调整举措，目的是争取为国库
每年增加229亿兰特收入。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增值税上调
对普通消费者造成了较大压力，尤其
是对低收入人群。有鉴于此，南非财
政部将研究扩展免征增值税物品清
单，以减轻民众生活负担。

南非增值税上调至15%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陈博报
道：欧盟委员会于 17 日宣布，支持与
阿尔巴尼亚与马其顿开启欧盟入盟谈
判，并将提请欧盟理事会授权开启相
关进程，欧盟预计 6 月份将正式开启
相关谈判。

欧盟委员会在相关声明中表示，
阿尔巴尼亚与马其顿近年来在国家治
理与社会建设领域取得了“一定进
展”，但上述两国有必要继续致力于国
内改革与现代化进程。欧盟委员会强
调，阿尔巴尼亚需进一步完善其国内
法制建设，马其顿则亟待解决腐败等
问题。

欧盟将开启新一轮东扩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