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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俄罗斯投资论坛近
日在黑海之滨度假胜地索契成功举
行，论坛的主题是“国家项目：将战略
付诸实践”。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在论坛上对外着力推介了俄罗斯 12
个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国家项目。
他表示，过去几年里，俄罗斯已经建
立起健康的宏观经济体系，对冲了外
部风险，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的俄罗斯
可以通过实施国家项目让民众真正
安居乐业。

聚焦四大方向

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 2018 年 5
月份确定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任务，俄
总理梅德韦杰夫于去年 12 月 9 日宣
布政府制定了 12 个国家项目和 1 个
交通干线基础设施现代化计划，并拟
在2019年至2024年投入25.7万亿卢
布。据透露，12个国家项目涉及的领
域包括人口、医疗健康、教育、科学、文
化、住房和城市环境、生态、道路建设、
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支持、数字经济、中
小企业和个人创业扶持、国际合作与
出口等。梅德韦杰夫指出，这些项目
代表了俄罗斯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
的四大优先方向，首先是保障民生，让
民众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获得应有
的报酬，健康地享受生活；其次是教育
创新，政府将大力发展交通、数字和能
源基础设施；第三是科学监管，减少政
府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第四是鼓励参
与全球经济，大幅增加商品和服务
出口。

俄政府在 2018 年年底最后一次
政府全体会议上与地方行政首长视频
连线，听取了地方领导人对国家项目
的意见建议，以期俄地方政府大力配
合项目落实。例如，作为国家医疗健
康项目的一部分，俄计划在弗拉基米
尔、伏尔加格勒、梁赞、彼尔姆和克拉
斯诺亚尔斯克地区建立最需要的医疗
中心。俄联邦政府要求地方政府最迟
于今年年底前拿出对接配套方案，从
1 月份起尽快指定项目协调人，推进
项目落实本地化，为每个子项目寻找
灵活、有效和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达到
联邦政府的指标要求。

全力确保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防止出现项
目“空转”、资金“空置”、民众“空等”，
俄政府此次尤为强调项目的实施监
管，由梅德韦杰夫亲自监督项目的实
施进度，俄政府提出了1600组统计和
监测指标，由此构成的进度监控体系
将便于副总理、各部部长每天在线跟
踪分管领域的项目实施进度。为了避
免脱离实际和政令不通，梅德韦杰夫
要求联邦政府各位行政首长走出莫斯
科舒适的办公室，到地方上认真督导
督办，“我和我的同事已就此达成一
致，这样的调研已经开始了”。除了行

政首长的“人工控制”，俄政府将每半年公
布项目的实施情况，邀请公众、专家机构、
全俄人民阵线以及统一俄罗斯党开展广泛
的社会监督。梅德韦杰夫要求，让人们每
天都能感受到项目实施带来的改变，这比

“铺天盖地的报道更具说服力”。
对于实施前景，俄副总理马克西姆·阿

基莫夫认为，与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最复
杂，包括建设学校、医院、幼儿园和高速公
路等。俄联邦税务局局长米哈伊尔·米舒
斯京认为，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是推进数字
经济，“要让各类服务悄然地便利人们的日
常生活”。对于实施国家项目的资金来源，
梅德韦杰夫表示不仅有政府拨款，也有私
人投资，政府的工具箱还包括调整增值税、
消费税税率等。总之，政府“不差钱”。普
京总统希望，俄罗斯人能在2019年感受到
国家项目实施的积极成果。

今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步伐可能依旧
缓慢而沉重，俄经济发展部最新预测显示，
经 济 增 长 可 能 由 2018 年 的 2.3% 降 至
1.3%。以国家项目的形式推进经济发展
在俄罗斯不是首次尝试，2005年以来俄通
过政策引领、资金帮扶等方式促进了部分
行业增长，如农业生产走出低迷，不仅满足
了俄国内需求，还大量出口创汇。但是，如
此规模化、系统化地实施国家项目，这在俄

罗斯是空前的。正如梅德韦杰夫指出，
俄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制裁压
力将继续存在，基础设施需要深度现代

化，教育和医疗保健水平尚不令人满
意。所以，实施国家项目是着力纠正俄
罗斯经济结构失衡的关键一步。

实施国家大项目 培育发展新动能

俄罗斯着力纠正经济结构失衡
本报记者 廖伟径

本报莫斯科电 记者赖毅报道：俄
罗斯政府近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名为

《国家项目：任务指标与基本目标》的发
展规划，确定了 2019 年至 2024 年国家
优先发展方向的具体项目与预算，并以
生动的图表、明确的数字阐述了国家计
划的短、中、长期目标，被俄媒体形象地
称为国家规划“路线图”。

政府文件指出，国家项目旨在保障
俄罗斯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跨越式发
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以及为每位俄罗
斯人提供实现自我价值、发掘自身潜力
的条件与机会。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多次
强调国家计划的重要性：“我们需要突
破。我们需要跃进至新的科学技术阶

段，否则国家将没有未来。”
总体来看，国家项目涉及的25.7万

亿卢布资金中，10.1万亿卢布将分配至
加快俄罗斯经济发展，9.9万亿卢布将分
配至为国民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5.7万
亿卢布将分配至开发人力资本，这三方
面体现了普京新任期的执政理念。

当前，俄罗斯刚从经济危机中摆脱
出来，“国库”并不充盈，能否获得充足的
财政支持决定着6年国家战略的成败。
阿尔法银行首席经济师娜塔莉亚·奥尔
洛娃表示，2022 年至 2024 年国家财政
支出最大的部分即为国家项目拨款。如
果在今后几年石油价格走低，国家项目
资金来源将需要重新考量。

俄罗斯国家规划“路线图”明确发展目标

俄罗斯能源体系完整，2018年超额完成供能任务。 本报记者 赖 毅摄

沙特阿拉伯王国王储兼
副首相、国防大臣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阿勒沙特于2月
21 日至 22 日访华。经济日
报记者就中沙关系、中沙能
源合作和沙特“2030 愿景”
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等热
点问题，专访了沙特能源、工
业和矿产资源大臣哈立德·
法利赫。

法利赫首先介绍了穆罕
默德王储访华的有关情况。
法利赫说，1990年中沙两国
建交以来，双边合作不断深
入。近年来，双方高层互访
不断，特别是 2016 年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沙特的
访问和 2017 年沙特国王萨
勒曼对中国的回访，为两国
未来长期合作定下了基调。
穆罕默德曾于 2017 年在担
任沙特副王储期间访问中
国，并参加在杭州举行的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此次
再度访华，是在中沙两国双
边关系长期友好坚实基础上
迈出新的一步，将大大提升
双方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

据法利赫介绍，访问期
间，穆罕默德王储将出席“沙
特—中国高级别联合委员
会”（高委会），这次会议不仅
仅是对两国未来合作前景的
一次展望，更是要落实此前
两次高委会会议提出的合作计划。法利赫表示，经过在中
国和沙特分别举行的两次会议，高委会已被证明是推动中
沙两国合作积极的、有效的重要平台，双方在政治外交、重
大投资项目、能源、贸易投资、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了重大
进展。在双方领导人的支持和见证下，高委会第三次会议
也将推动双方签署新一批合作备忘录与协议，为未来重要
领域和重大项目合作指明方向。

对于中沙能源合作，法利赫愉快地回忆起了自己在上
世纪90年代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情景。在他的倡议下，沙
特阿美石油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早在近30年前就展
开了深度合作，联合投资建设了沙特阿美在海外的首个炼
化项目——福建炼厂，并随后推动多个项目分别在中国和
沙特落地，其中包括位于沙特西部的延布炼厂项目，该项目
也是中国企业在中东地区最大的投资项目。

法利赫表示，能源合作在中沙关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
角色，沙特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中国则是石油消费和
进口大国，两国在能源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符合双方的战
略利益。法利赫强调，沙特是中国在能源领域最重要的合
作伙伴之一，也是世界石油市场最大、最稳定的石油供应
者，沙特愿意满足中国在能源领域，特别是石油方面不断增
长的需求。

在谈到中沙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合作时，法
利赫表示，沙特是最早积极回应这一倡议的国家之一，2016
年沙特提出的“2030愿景”改革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
契合。沙特将发展非石油产业作为“2030愿景”的重要目标
之一，同时重视吸引外来投资，中国在经济发展和产业规划
等方面的经验对沙特来说大有裨益。法利赫特别提到，“一
带一路”倡议的一大特点就是鼓励各个国家共同发展，中国
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努力，在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开放、科技
进步和投资金融等众多领域证明了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合作
伙伴。同样，沙特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值得各国信赖
的重要伙伴国家，沙特愿积极扩大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
框架下的合作。穆罕默德王储近期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沙巴
两国签署了一系列总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协议，
并计划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开展合作。法利赫表示，沙特
将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合作伙伴之一，这样的合作将使中沙
两国和更多“一带一路”参与国都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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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府近日公布了2018年四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速报，剔除物价变动因
素后，实质经济增长率环比增长0.3%，折
合年增长率为1.4%。日本经济界在庆幸
2018年夏天自然灾害冲击个人消费的情
况得到缓解、内需回升拉动经济的同时，
也对国际经济形势前景表现出较大
隐忧。

具体看去年四季度经济变化情况，
内需拉升GDP总量0.6%，特别是占GDP
近 60%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 0.6%，与上
一季度0.2%的负增长形成明显反差，餐
饮、住宿、航空、娱乐等服务业恢复明显，
汽车消费等也有所增加，说明2018年夏
天自然灾害对个人消费的负面影响已经
消除。住宅投资增加1.1%，实现了连续
两个季度增长，民间设备投资增长2.4%，
其中制造业的机械设备投资贡献较大。

另一方面，出口下降0.3%，拉低了总

体经济增长率。由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导致日本电子元器件出口下降，损
失不小。相反，由于日本国内消费增加
促使进口增长，导致日本连续两个季度
进口高于出口。

2018 年 日 本 全 年 经 济 增 长 率 为
0.7%，实现了自 2012 年以来连续 7 年的
持续增长，但增长势头比上一年有所减
缓。2018年日本GDP总值达到548万亿
日元，比上一年增加3万亿日元，再创日
本历史最高水平。

纵观全年，日本经济一季度、三季度
呈现负增长，二季度、四季度出现回升势
头。三季度受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影
响，民间投资、公共投资、出口均呈现负

增长，拉低了全年经济增长率，显示了日
本经济在自然灾害面前的脆弱性。

除此之外，日本劳动力人口下降、消
费市场饱和也是制约经济发展后劲的重
要原因。据日本总务省最近发表的2018
年劳动力状况调查，现有就业人口5596
万人，比2012年增加435万人，但新增就
业中四分之三属于派遣工、钟点工等临
时就业人员，且多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或妇女，劳动力结构中非正规雇用人员
占到37.9%，这些人工资低、无奖金，甚至
还要自己承担上下班交通费。低收入阶
层的增加总体上制约了消费的扩大。

劳动生产率下降，也是阻碍经济发
展的重要原因。据统计，2017年日本单

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的 35 个成员中排名第 20
位，在西方七国中排名最后。按行业比
较，日本只有机械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超
过美国，但运输、批发、零售、饮食、住宿
等行业效率均较低，特别是服务业生产
率仅相当于美国的49.9%。因此，如何将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提高全行业生
产效率，成为拉动日本经济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在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的情
况下，日本有实力的大企业纷纷搭上经
济全球化快车，加大对外并购、建厂等海
外投资力度。截至 2018 年 9 月份，日本
海外直接投资余额达到 185 万亿日元，
2018 年日本制造业跨国生产比例达到
36%，产品销售额占到40%，直接投资收
益首次超过10万亿日元，相当于贸易盈
余的8倍以上。可见，大企业已将发展重
心向海外扩展。

但说到底，国内经济始终是日本经
济社会的基础。如何克服少子老龄化、
总人口下降、劳动生产率不高等问题，正
考验日本政府的应对能力。

从GDP看日本经济现状
苏海河

2018年日本全年经济增长率为0.7%，实现了自2012年以来连续

7年持续增长，但增长势头比上一年有所减缓。如何克服少子老龄

化、总人口下降、劳动生产率不高等问题，正考验日本政府的应对

能力。

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孔子学院日前举行了一场生动活
泼的欢乐春节活动。图为当地学生表演节目。

本报驻达喀尔记者 宋 斌摄

本版编辑 徐 胥

塞内加尔孔子学院年味浓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
数据，2018年中德两国间贸易进出口额达到1993亿欧元，
中国连续第三年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名列第二位的
是荷兰，其与德国双边贸易额为1894亿欧元，紧随其后的
是美国，为1780亿欧元。

据统计，去年德国最重要的出口对象国为美国，出口额
达1135亿欧元，名列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法国（1053
亿欧元）和中国（931亿欧元）。出口到德国货物最多的国
家为中国（1062亿欧元），紧随其后的是荷兰（982亿欧元）
和法国（652亿欧元）。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总经理于尔根·弗里德里希认
为，双方贸易逆差逐步缩小，显示中国市场对德国制造产品
日益青睐，同时中国继续成为德国重要的出口市场。

中国再成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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