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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9 年下半年，全球经济下行
压力明显增加。世界银行最新的《全球经
济展望》也进一步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
期，将全球经济增速从 1 月份的 2.9%下
调至 2.6%。在总体下行态势下，发达经
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进一步分化，政治因
素深度扰动全球宏观经济。

相比世界银行对今明两年 2.6%和
2.7%的增速预期，花旗银行财富管理相
对乐观地认为，2019年和2020年全球经
济增速预计可能分别达到2.9%和2.8%。
花旗银行认为，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
是新兴经济体，因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
济体的经济增速差异将在今明两年进一
步凸显。

花旗认为，发达经济体在今明两年的
预测增速分别为1.8%和1.5%，新兴经济
体的经济增速分别高达4.3%和4.6%。在
花旗看来，美国面临财政刺激政策效果逐
步消退、商业投资放缓的不利态势，但鉴

于消费增速仍然强劲，预计2019年美国
经济增速可能维持在2.6%的高位。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认为，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来看，
无论是贸易摩擦的成本冲击，还是美国
经济周期下行，美国经济增长压力的高
峰不在2019年，而是2020年。同时，美
国前期减税的刺激效应在 2020 年基本
消退，自然失业率和实际失业率将回归
至减税政策推出前的 2017 年年末水
平。因此，未来美国经济下行压力可能
进一步上升。

对于欧洲和日本而言，世界银行此前
警告称，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欧洲的疲软程
度可能超出预期。花旗银行财富管理认
为，尽管欧洲消费保持稳定增长，但欧盟
与美国的贸易争端、英国脱欧困境都将持
续给欧洲经济前景造成负面影响。因此，
预计今年欧洲经济增速在1.1%左右。对
于日本，在全球贸易前景不明朗的情况

下，日本政府的增值税改革可能进一步减
缓日本经济增速，预计2019年经济增速
仍然疲弱，维持在0.6%左右。

虽然世界银行认为商业投资信心下
滑、全球贸易放缓造成了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经济体投资持续低迷并面临一定金融
动荡风险，但花旗银行财富管理对于新兴
市场总体增长态势预期相对乐观，预计亚
洲地区2019年增速可能达到5.7%，而且
经济扩张周期有可能进一步延续，预计中
国经济在2019年将维持6.4%的增长率。

此前，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很
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经济内生动力——
消费。对此，程实表示，在当前“结构性去
杠杆”不动摇的政策框架下，消费引擎将
成为政策加码“稳增长”的新重点。下半
年，随着市场结构的主动调整和有针对性
的政策的出台，中国消费潜力有望得到释
放，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有望达
到8.5%。

下半年经济走势的另一关键特点无
疑是政治和政策因素对全球宏观经济的
深度扰动。回顾近期发展，在北美地区，
美墨加关税协议、美墨移民问题频发，虽
然目前得到了暂时缓解，但美方对其地区
贸易伙伴利用关税政策谋求其他政治意
图的情况可能还会发生。

在欧洲，美欧贸易谈判处于停滞状
态，且至今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美国近
期还扬言要对欧盟飞机补贴造成的伤害
予以回击，并发布了拟对欧盟产品加征关
税的“补充清单”；英国脱欧困局与内政纷
扰交织，10月31日的新脱欧时限意味着
巨大的政治不确定性；意大利预算赤字超
限问题意味着欧元区经济面临新的挑战。

在亚洲，美日经贸谈判同样缺乏实质
性进展，日本外部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然
较强。美印贸易冲突升级态势明显。同
时，亚太区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势必推升
日元升值，这将进一步加大日本经济的下
行压力。

此外，以美伊冲突为代表的中东地区
紧张局势升级不仅对全球经济环境造成
了压力，同时也给全球原油供给带来了外
部不确定性。

因此，地缘政治因素和政策因素正在
以更大的广度和深度影响全球经济走势，
这些事件的走向也将成为评估全球经济
下半年走势的关键变量。

下行压力增加 不确定因素凸显

分化与扰动主导全球宏观经济走势
本报记者 蒋华栋

进入下半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进

一步分化，新兴经济体成为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此外，政治因素深度扰

动全球宏观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地缘政治危机，为全球经济增

长增添了更多不稳定因素。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式
批准向巴基斯坦提供为期3年、总金额60
亿美元的中期贷款，标志着巴本届政府上
任以来关于是否向IMF寻求贷款的政策
摇摆，以及确定寻求贷款后旷日持久的磋
商终于尘埃落定。

然而，IMF批准对巴贷款的消息在巴
国内却未获得积极响应。巴政界、学界基
于历史经验普遍认为，一次次向IMF寻求
贷款并接受其改革方案，都未能从根源上
解决巴经济问题，IMF贷款对于帮助巴经
济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的实际作用
有限，并且往往还伴随着强烈的副作用。

巴基斯坦历史上曾21次接受IMF贷
款并按照其要求开展经济改革，但始终未
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IMF此次为巴
开出的改革“药方”与之前大同小异，但其

“教科书式”的经济稳定方案与巴现实国
情不符，没有“对症下药”，因此难以取得
成效。

根据IMF要求，巴基斯坦央行今年5
月份须将基准利率上调150个基点，达到

12.25%，并称此举是为了抑制需求，进而
控制通货膨胀。巴政府经济顾问理事会
成员哈桑·汗认为，该措施对巴基斯坦并
不适用。对于日常消费高度依赖银行借
贷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提高利率确实有
利于抑制需求、控制通胀；但对于巴基斯
坦来说，银行借贷主要用于生产性活动而
非消费，目前高于12%的基准利率将严重
限制私人部门借贷生产，最终只会导致巴
基斯坦国内生产能力进一步缩水，抑制经
济发展，甚至造成失业大潮。据巴知名经
济学家阿克巴·扎依迪估计，在IMF此次
3年期贷款项目完成后，巴基斯坦经济增
速将持续两年在3%以下低位徘徊，单纯
依靠IMF，未来5年内巴基斯坦都无法实

现经济中高速增长。
在副作用方面，最为突出的一点是

IMF改革措施将直接导致巴民众生活成
本升高。针对巴经济财政赤字突出问题，
IMF 早在今年 5 月份与巴政府达成工作
层面贷款协议时，就要求巴基斯坦采取一
系列“先行措施”，包括根据市场供需允许
卢比对美元汇率自由浮动、在2019/2020
财年预算中大幅增加税收，并提高电力和
燃气价格。

汇率波动和电力、燃气价格上升已经
被巴政府认定为导致上财年通胀率创 5
年新高的主要原因，此次根据 IMF 要求
继续贬值本币和上调电、气价，必将导致
民众生活成本进一步升高，巴政府为

2019/2020 财年制定的目标通胀率已高
达11%至13%。在税收方面，本财年预算
按照 IMF 要求，制定了政府财政收入较
上一财年增加34%的超高目标，但经济增
速预计仅有2.4%。在税基得不到显著扩
大的情况下大幅增加税收，最终结果只能
是民众税负加剧，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

目前，巴基斯坦为短期脱困不得不将
IMF作为最终贷款人，但要在更长时期内
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经济发展，真正提高
民众生活水平，还需要更加自主地选择适
合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并与有能力、有
意愿帮助巴基斯坦的伙伴国家开展更加
广泛的经济合作。

中国作为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
伙伴，目前正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向水
平更高、覆盖面更广、红利更多的第二阶
段。其中，两国产业合作和技术合作作为
重点内容，将专门针对巴基斯坦工业化水
平低，生产能力不足的经济顽疾对症下
药，帮助巴基斯坦构建一个完备健全的现
代化工业体系，一方面扩大税基，为政府
财政增收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促
进出口并替代进口，减少巴贸易逆差并结
束巴当前国内经济“美元化”程度偏高的
现状，增强巴经济面对汇率风险的韧性。

提供中期贷款 要求加息增税

IMF“药方”在巴基斯坦不对症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梁 桐

日前，巴基斯坦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旷日持久的借款

协商终于尘埃落定，但IMF为巴开出的改革“药方”却不对症，而且“副

作用”明显。要实现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巴基斯坦还需更加自主地

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径。

本报讯 记者卞晨光报道：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印
尼经济季刊》显示，尽管外部经济环境动荡不安且自身又
经历了一系列极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但受益于稳健的
宏观经济政策，印尼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在
5.1%水平上，这一良好态势使得印尼经济增速已经连续
14个季度维持在4.9%至5.3%区间，预计2019年全年印
尼经济增速将达到5.1%。

据世界银行分析预测，由于个人消费支出持续增加、
劳动力供应充裕且通货膨胀保持在低位，今年印尼经济
的增长预期为 5.1%，2020 年还将会小幅上升至 5.2%。
世界银行认为，印尼较好的财政状况将允许政府今后开
展更多的公共投资，包括开启新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
受灾地区灾后重建。不过，印尼经济形势并非没有隐患，
特别是随着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经济风险也将加大。

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今年年初以来，印尼经济增长的
驱动力开始发生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从多年来
的高位逐步回落，但个人消费和政府支出都在显著回升，
这有助于缓解整个国家在经常账目赤字上的压力。若要
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印尼还需要继续实施经济结构改
革，同时保持稳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宋斌报道：塞内
加尔国家统计署日前公布的经济数据显
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一季度该国 GDP
同比增长 5.7%，达 32560 亿西非法郎（约
合50亿欧元）。

报告显示，一季度该国第一二三产业
分别同比增长9.3%、5.3%和4.9%，但由于
GDP 占比超过一半以上的第三产业环比
增速减慢，仅为1.5%，导致首季GDP环比
增长仅为0.4%；进出口进一步改善，逆差
不断缩小，一季度贸易逆差为3532亿西非
法郎，去年同期为5952亿西非法郎。

塞内加尔一季度GDP增长5.7%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德国联
邦信息与通讯和新媒体行业协会最新统计
显示，约32%德国企业使用3D打印技术,
比2018年提升4个百分点。

3D 打印一直被视为具有引领未来行
业发展的关键性技术。78%的受访企业认
为，3D打印可能会对商业模式和价值链产
生深远影响。受访企业认为，3D打印的最
重要优势是生产量身定制的产品，提高生
产灵活性和节省成本。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3D打印技术
专家米尔布莱特认为，德国是工业金属3D
打印全球引领者，3D打印在生产中越来越
受到欢迎，这为下一次制造业领域的变革
奠定了基础。

德国32%企业使用3D打印技术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近日，德国经济研究所
下属机构 ECON 发布了一份关于华为在德国数字化进
程中参与程度的报告。德国《商报》采用图解方式对该报
告展开解读，称华为是德国数字化领域的“开路先锋”。

报道认为，数字化为德国经济创造了巨大发展潜力，
华为凭借其先进的技术成为德国数字化进程中的合作伙
伴，其产品成为撬动德国经济数字化发展的杠杆。

报道称，华为作为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领军者，为德
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数字化基础
设施以及云计算技术，华为在工业 4.0、智慧城市、互联
驾驶等多个领域为德国提供了创新型解决方案。同时，华
为的技术使德国整个经济体系联通程度得到了提升，德国
经济得以加速数字化转型，提升了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报道还指出，华为在德国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和经
济价值。据统计，2018年华为在德国创造的销售额达到
27亿欧元，其在全球范围内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为德
国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同时，华为还提升了德
国的研发区位优势。

经济研究机构发布报告称

德国经济数字化离不开华为

世界银行发布报告预测

印尼今年经济增长将达5.1%

本报讯 记者田原报道：近日，泰国曼谷举办了“东
盟智慧城市网年度圆桌会议”，讨论了东盟成员各自智慧
城市项目进展情况，重点介绍了泰国政府新近发布的《泰
国智慧城市4.0建设蓝图》，还就智慧城市网国际合作开
展了深入探讨。会议终身秘书长、泰国数字经济和社会
部部长阿加林认为，近年来东盟成员共建智慧型、可持续
发展城市网络取得了较好进展，尤其是针对城市发展的
各种问题提出了更为丰富、更加优化的智慧型解决方案。

据了解，近年来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纷纷
加快了智慧型城市建设力度，并将之作为对接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孙丁 徐剑梅） 美国盖
洛普公司日前一项民调显示，45％的美国成年人对自己
是美国人感到“非常”骄傲，创盖洛普自2001年对此进行
民调以来的最低水平。

据该民调称，如按党派划分，仅有22％的民主党人
对自己是美国人感到“非常”骄傲，相比之下，持这一观点
的共和党人和独立派人士在各自群体中的占比分别为
76％和41％。如按年龄划分，18岁至29岁群体中对自
己是美国人感到“非常”骄傲的比例为24％，在30岁至
49岁群体中为38％，在50岁至64岁和65岁及以上群体
中约占6成。

与此同时，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在科技、军事、文化艺
术、经济、体育等领域的成就感到骄傲，而对于美国政治
体制和医疗福利制度感到骄傲的人不足4成。

盖洛普文章说，美国人自豪感近年来逐步下降，在今
年创新低与美国当今高度极化的政治环境有关，预计未
来数年内将继续维持低水平。

盖洛普民调显示

美国人自豪感创新低

各国加大投资支持力度

东盟加速智慧城市网建设

美国纽约康尼岛日前举行一年一度的吃热狗大赛。
男子组冠军的成绩是10分钟内吃下了71个热狗。图为
参赛选手“埋头猛吃”。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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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体验无人驾驶在韩国体验无人驾驶
在韩国不惜重金

打造的无人驾驶试验
场 K—City 内，不少
企业、大学和研究机
构在测试无人驾驶
汽车。

图① 正在测试
性能的韩国高校无人
驾驶车辆。

图② 工作人员
正在查看试验场内的
无人驾驶车辆动态。

图③ 无人驾驶
车辆驾驶员举起双手
显示车辆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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