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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国际航协近日发布的全
球航空运输报告显示，今年 5 月份全球航空货运需求同
比增长 4.2%，比 4 月份的货运需求增长率 5.2%略有下
降。同期，货运运力同比增长 6.2%，运力增长连续 4 个
月超过需求增长。报告分析指出，今后一段时间，航空货
运需求增长将持续放缓。

报告认为，今后航空货运需求增长将持续放缓，主要
受三方面因素制约。一是通过快速交货来满足客户需求
的库存补充周期现已结束；二是衡量全球制造业新出口
订单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降至 21 个月以来最低水
平；三是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贸易开始出现疲软。

国际航协理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德·朱尼亚
克表示：“预计 2018 年航空货运需求将小幅增长 4.0%，
与年初异常疲弱的增长态势相比已有所好转。但是，由
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经贸摩擦愈演愈烈，不利因素也日
益加剧。国际航协预计航空货运需求仍将保持进一步增
长，但每一项新关税的出台都将削弱航空需求增长。从
长远角度来看，贸易战只会导致两败俱伤。”

与货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航空客运需求增长
强劲。今年 5 月份，全球航空客运需求同比增长 6.1%，
比4月份的客运需求增长率6.0%略有提高。同期，运力
增长5.9%，载客率提升0.1个百分点，达到80.1%。朱尼
亚克指出，今年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比去年上涨约 26％，
航空公司成本上升。尽管如此，载客率水平较高，航空客
运需求依然保持稳健增长。

受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等影响

全球航空货运需求增速放缓

本报讯 记者钱箐旎报道：汇丰近
期一项面向全球近300位跨国企业财资
主管的调查显示，外汇风险正成为企业
最 关 注 的 财 务 风 险 之 一 。超 过 半 数

（53%）的受访企业预期，未来 3 年外汇
监管的变化将对其风险管理策略产生重
大影响。

该调查显示，在全球宏观经济和地
缘政治前景充满变数的大形势下，汇率
波动性不断加大成为企业需要应对的主
要商业挑战。汇丰环球外汇和商品业务
主管兼环球资本市场企业服务主管范德
永表示：“调查进一步印证了企业建立健
全财务风险管理架构非常重要，否则就
有可能产生各种金融风险。在当前不明
朗的市场环境下，其重要性更加凸显。”

除了外汇风险外，汇丰的调查也发
现，数字技术应用将是未来企业在财资
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一个新趋势。近六成
的受访财资主管预计，未来 3 年数字技
术应用将对其所在企业的风险管理策略
产生重大影响。

在汇丰问卷调查的同时，FT Re-
mark 也面向全球 200 位跨国企业财务
总监作了相关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受
访财务总监认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中
东政局、英国脱欧及朝鲜半岛和平进程
等因素将使货币走势扑朔迷离，这些地
缘政治所引发的货币风险对企业来说，
最难把控。

调查显示

汇率波动加大成
跨国企业主要挑战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澳大利亚农业资
源经济与科学局最新发布的《2018年二季度农业商品数
据报告》显示，2018/2019财年澳大利亚农业产值预计将
增长 1.5%，达到约 610 亿澳元，较近 10 年平均水平 550
亿澳元高出约 11%。由于 2018 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亚东
部地区炎热干旱，预计部分农产品将会减产，但澳农业生
产总值仍将实现增长。具体来看，澳农作物产值预计将
维持在 310 亿澳元；畜牧业产值将增长 3％至 300 亿
澳元。

在农产品出口方面，2018/2019 财年澳农业整体出
口产值预计将降低2%至477亿澳元。不过，海外市场对
澳大利亚羊肉、羊毛和棉花需求强劲，在某种程度上抵消
了对牛肉和小牛肉需求疲软和农作物出口下滑的影响。
数据显示，由于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澳棉花出口预计
增长 18％至 26 亿澳元；全球精细和超细羊毛供应增长
受限，推动价格上涨，预计出口增长 9％至 47亿澳元；羔
羊肉出口和牛肉及小牛肉出口预计将分别上涨 10%和
2%，分别达到23亿澳元和78亿澳元；渔业产品出口产值
将上涨1%至16亿澳元。

澳大利亚农业产值将实现增长
高于近10年平均水平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印尼央行日前发布
数据显示，受斋月和开斋节长假因素刺激，二季度印尼商
业活动规模增长 20.23%，较去年同期的 8.23%有大幅
提升。

3073家年销售额在25亿印尼盾（约合1.74亿美元）
的企业参与了抽样调查。其中，制造业、贸易、酒店、餐饮、
金融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尤为活跃。央行预计三季度商业
将继续保持活跃，总体规模有望实现17.73%的增长。

印尼二季度商业活动增长20.23%

本报首尔电 记者白云飞报道：近日，韩国产业通商
资源部发布消息称，今年上半年韩国共吸引外资 157.5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4.2%，今年吸引外资前景
可观。

从上半年吸引外资的具体特征来看，主要包括 3 个
方面：一是吸引外资额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韩国吸
引的外资不仅同比大幅度增长，甚至超过了去年前 3 季
度吸引外资的总和，创历史最高值。今年全年吸引外资
有望连续第四年超过200亿美元。二是显示出韩国经济
运行平稳。韩国出口额已连续 4 个月超过 500 亿美元，
国内消费有所增加，半导体及石油化工市场活跃，为韩国
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三是对构建新兴产业生态圈的
投资较为显著。外国大型企业灵活运用了韩国的信息通
信技术、人才、实验床等，以进军全球市场为目标的战略
性投资有所增加。

韩国上半年吸引外资157.5亿美元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赛纸船”活动在纽约举行，选

手们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制作纸船并下水竞速，感受亲水

的快乐。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赛纸船 拼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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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8月份是法国人传统的休假期，也是法国的旅游旺季。近年来，中国游客

赴法旅游人数持续上升，成为法国旅游业的重要推动力。法国政府及旅游部门打出

“中国牌”，以中法融合吸引中国游客。中国旅法大熊猫欢欢在法生产的幼子“圆梦”

就是其中的大明星，作为首只在法国出生的大熊猫，“圆梦”象征着中法友谊长存，寄

托了人们对大熊猫幼崽健康成长与中法友谊的期许。图为在法国香榭丽舍大街上，

街道边的玻璃橱窗里张贴着大熊猫“圆梦”的图片。 本报记者 李鸿涛摄

法国旅游打“中国牌”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中国上
半年经济发展“成绩单”。对此，海外舆论
高度关注，多家媒体第一时间作出报道。
海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稳中向
好，经济增速符合此前预期。从中长期来
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十足，相关结构
性改革为中长期经济稳步增长提供了保
障。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舆论普遍
认为，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中
国有足够的能力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
的影响，继续引领全球贸易向多边化、自
由化发展。

韩国媒体《亚洲经济》报道认为，中国
上半年经济增长率超出预期。在中美贸
易战升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上半年收获
了良好的成绩单。《中央新闻》报道中提
到，虽然中美两国出现贸易摩擦，关税有
所增加，但其对中国二季度经济增长率的
影响非常有限。另外，中国下一阶段应对
中美贸易摩擦的实力依然很强，贸易争端
不会威胁中国经济增长。《韩国今日亚洲》
报道称，中国将失业率维持在了稳定状

态 。 6 月 份 ，全 国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为
4.8%，持续控制在了 5%以下，而且还比
去年同期下降了0.1%。

越南《经济时报》刊文称，中国经济上
半年增速达到 6.8%，但在二季度轻微下
降到 6.7%，这与中国政府主动遏制高风
险借贷的举措有关。综合来说，二季度
6.7%的增速符合外界对中国经济“减速
增质”的预期。

日本经济新闻电子版第一时间报道
了中国统计局发表的上半年经济形势报
告。报道指出，中国今年二季度剔除物价
变 动 因 素 后 的 实 质 GDP 增 长 率 为
6.7%。比一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主要
原因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略有下
降。报道同时指出，6.7%的增长仍高于
中国政府 2018 年 6.5%的全年经济增长

目标。这与日本经济新闻、日经快客公司
此前市场调查得出的结论一致。报道认
为，如果按照西方国家惯用的环比统计方
式计算，二季度比一季度增长率提高
1.8%，折合年增长率达到 7%左右，名义
增长率达到 9.8%，与去年同期持平。该
报道注意到，上半年住宅、工厂等基础设
施投资同比增长6%，低于一季度7.5%的
增长率，这主要是由于道路、机场等基础
设施投资减速。上半年工业产值增加
6.7%，除半导体等行业发展强劲外，感应
工业生产整体动向的发电量继续高位增
长，表明工业增长强劲。

保加利亚知名财经网站 money.bg
报道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年二季
度增长了 6.7％，这一速度高于预期。尽
管与上一季度6.8％的增长率相比略有下

降，但这一数据依旧是非常积极的，表明
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增长。

今日俄罗斯刊发消息指出，今年上半
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 6.8%，增速高于官
方预测以及专家预期。俄罗斯金融信息
门户网站 vestifinance 发文指出，中国
2018年上半年GDP达41.896万亿元（约
合 6.54万亿美元），增速高于中国政府对
2018年GDP增长6.5%的预期，也高于分
析人士预测的 6.7%。2017年，中国 GDP
增速升至 6.9%。凭借 82.2 万亿元（约
12.2 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维持
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这些数据都
表明，中国经济基本面非常稳定。俄罗斯
热门门户网站rambler发表题为《中国经
济超预期》的文章指出，中国去年出台的
有关遏制过度负债和防范金融风险的举
措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主要驱动力，为中国
经济稳步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巴基斯坦资深经济记者梅塔布·海德
尔表示，中国以深化改革开放和推动经济
改革实现了经济平稳增长，中国经济不仅
能长期保持较高增速，而且还更有韧性。
当前，由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
经济保持增长势头的影响有限，也不会影
响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国际地位。

海外舆论积极评价中国上半年经济数据

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动力十足
本报记者 白云飞 崔玮祎 苏海河 田晓军 李遥远 梁 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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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印尼国会通过了《工业 4.0 预
算修正案》，批准年内追加 2.57万亿印尼
盾（约合 1.78 亿美元）用于加快“印尼工
业 4.0”发展步伐。由此，2020 年前印尼
有关“工业 4.0”的财政支持总规模将翻
一番，提高至5.31万亿印尼盾。

据了解，此次追加的预算资金将着力
突破印尼工业升级面临的难点领域。一
是用于 100 家以农产品为主的食品加工
企业，帮助他们全面提高国际市场竞争
力；二是强化化学、纺织行业的物流环节，
帮助它们完善原材料供应链，如建立塑料
垃圾循环系统，为医用产品、制药业提供
高质量原材料；三是向金属、机械、交通、
汽车、电子行业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供应
环节定向融资，促进它们尽快达到《印尼
国家标准计划》的要求；四是通过加强职
业教育和培训管理，建立 80 余家职业培
训中心，帮助600家中小企业提高设计和
制造能力。

“印尼工业 4.0”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在印尼的本地化发展，由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和应用所驱动，涵盖食

品加工、纺织和服装、汽车、电子、化学五
大先导产业。在印尼总统佐科看来，“印
尼工业 4.0”是印尼工业重建和产业升
级、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提高、2030年
前进入全球十大经济体的必由之路。他
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推动印尼经济社
会发展进入全新时代。“故举国上下尤其
是青年一代，务必高度重视、全面推进、先
发制人。”佐科说。

印尼工业部长艾尔郎加表示，政府目

前通过多种手段确保这项国家战略顺利
实施，包括强化工业部的调控能力和公信
力、完善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相关政策、
加快工业发展成果公平分配速度、拓展更
为包容的国际化渠道等。其中，最值得关
注的是“工业人才 4.0 计划”。该计划于
今年开始落实，目标是更好发挥人口红利
优势，为“印尼工业 4.0”尤其是“印尼制
造 4.0路线图计划”培养大批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高素质工业人才。印尼工业部数

据显示，在未来十年中，印尼人口的70％
将处于 15岁至 64岁这一“具备产出能力
的阶段”。

为此，印尼工业部将进一步推动旨在
培养更多技术型劳动力的职业教育改革，
力求在 2030 年前新增 1000 万个技术和
创新工作岗位。目前，这项改革已进入第
六轮，地域上已从发展情况较好的爪哇岛
和苏门答腊岛向相对落后、偏远的加里曼
丹岛和苏拉威西岛拓展，日本国际协力机
构等外方力量也积极参与其中。同时，印
尼人力资源部配套实施两项新政，一是积
极开拓多元化职业培训渠道，二是对下岗
工人定向提供职业培训贷款或援助。

在此过程中，不少中资企业不仅积
极参与“印尼工业 4.0”，更乐于与印尼开
展产能和人才合作。OPPO 手机（印尼）
总经理刘彬表示，该公司已率先在印尼
设厂实行本地化生产，“这既有助于降低
制造和物流成本，又能为印尼培养一大
批手机产业工人乃至手机工程师，实现
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格力电器（印
尼）总经理文侃则表示，该公司积极与印
尼高校合作，定向培养国际型技术人才，

“达到公司录用标准的，毕业后可择优录
取，我们希望以人才合作引领产能合作、
带动产业升级”。

追加预算资金 着力突破难点

“ 印 尼 工 业 4.0 ”加 快 推 进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目 前 ，格 力 、

OPPO等中国知名

品牌积极参与“印

尼工业4.0”。图中

戴眼镜的印尼姑娘

由于销售智能手机

时遇到技术障碍，

一 度 急 得 哭 鼻

子 。 中 国 合 作 方

了解情况后，立即

现场办公，及时解

决了问题。

本报记者
田 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