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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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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至今，中国积极推进复工复产，经济逐步复苏，为稳定全球经济

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众多国际社会权威人士和

知名专家都对中国的抗疫成就给予了客观评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作为重中之重，抗疫斗争取得了战略性
成果。同时，中国积极推进复工复产，经济逐
步复苏，为稳定全球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众多国际社会权威人士和知名专家都对中国
的抗疫成就给予了客观评价。

“中国责任论”无根据

近期，一些美国政客借新冠肺炎疫情等
议题，变本加厉抹黑、攻击中国。众多国际社
会权威人士和知名专家表示，美国政客在疫
情问题上对中国的攻击毫无根据和逻辑，必
须予以反对。

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表示，新
冠病毒是一种未知病毒，一开始谁也不知道
它的来源和特性，这无疑增加了应对难度。

“各国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断传播，中国通过封
锁疫区和采取隔离措施，做到了这一点。中
国政府在发现病毒后行动迅速，应对有力，采
取的抗疫措施非常有效。”马丁·雅克说。

对于美国政客不断抛出的“中国责任
论”，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马凯硕在接受奥地
利《新闻报》采访时说：“人们最初怎能知道它
最终会导致几十万人死亡？但当中国认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时，其反应绝对是空前的——
在新年之前短期内对一个数千万人口的省份
实行隔离措施，美国肯定不能在感恩节前短
时间内做成这样的事情。”

对于“中国赔偿论”等谬论，马凯硕表示，
这样的言论让他感到非常困惑。“美国2008

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
大损失，有人说过美国应该赔偿吗？”马凯
硕表示，未来还会出现新的病毒，人们应该
认识到，要做的不是让遭受病毒破坏的国
家赔偿，而是立刻去帮助他们，否则大家都
会受到病毒的侵害。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指出，中
国疫情控制速度之快，在中国历史上乃至
人类社会历史上都非常罕见。正如世卫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说：“世界应该感谢中国
为抗击疫情所做的努力。”

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
罗思义撰文指出，中国在疫情面前捍卫了

“最关键人权”——人的生命。罗思义表
示：“中国从一开始就深刻理解什么是真正
影响人们生活的人权。在致命的大流行病
中，最要紧的人权不是刻板、肤浅的‘人权’
概念，而是能活下去。”

抗疫经验值得学习

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迅速行动，成功
控制了疫情。众多国际人士表示，面对疫
情在全球持续蔓延，相比将责任推给中国，
学习借鉴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的经验，加
强与中国的合作，才是解决这一人类危机
的正确途径。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吉姆·
奥尼尔表示，与其采用双重标准，将注意力

集中在中国上，不如考虑一下能从中国学到
什么。“特别是我们可以尝试更好地去了解中
国采用了哪些技术和诊断技巧，降低患者死
亡率，并在疫情暴发后的几周内就恢复了部
分经济。”奥尼尔说。

马丁·雅克表示，事实已经证明了中国抗
疫的成效，“各国应该好好向中国学习经验，
学习他们怎么隔离、怎么遏制疫情扩散”。他
还表示，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是能够有效应对
疫情的重要原因，“这一制度所具有的战略
性、全局性、前瞻性和对全国资源的调动能
力，是其他制度无法比拟的”。

罗思义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撰文指
出，从技术上讲，中国防控新冠病毒的手段并
不新奇——隔离、生活物资配送、强制佩戴口
罩、加强检测以及增派医务人员等。但是，中
国比美欧国家更加严格地执行了这些措施，
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对疫情有更清晰认识。

哥伦比亚经济科学研究院院长贝多芬·
埃莱拉表示，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
进展迅速，成效明显，得益于中国人民的团结
一致。埃莱拉说：“中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强有
力的政令，民众就能切实执行，这是制度上的
优势。”

马凯硕在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表
示，相比欧美国家，中国等东亚国家民众更加
相信国家必须强大，坚信政府的作用不可或
缺。新冠肺炎疫情表明，一个资金充裕、有效
管理、能够迅速应对局势的国家机构有多么

重要。

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随着疫情形势趋于稳定，中国稳步推进
复工复产，经济持续复苏。众多国际学者表
示，中国经济历经疫情考验，前景依旧光明，
也将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哈萨克斯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古丽
娜尔·沙伊梅尔格诺娃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
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可控的。中国庞
大的经济体量，确保了疫情不会造成长期和
系统性影响。“疫情将人民紧紧团结在中国政
府周围，同时也是对中国经济韧性的一次考
验。中国通过这场考验，积累了许多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局面的经验。”古丽娜尔·沙
伊梅尔格诺娃说。

马丁·雅克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程
度大小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的长短。从长期
看，他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有信心，一旦疫情
结束，中国经济增速就会快速恢复。“之前的
经历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发展历史，已经
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制度优势可以做
到这一点。”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由负转
正。新加坡华侨银行经济学家韦利安·维兰
托表示：“虽然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众多挑战，
但中国经济重回增长轨道，将燃起更多中国
经济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
萨克斯认为，随着疫情在中国得到控制，中国
的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全面回归正轨，预计经
济产出将在今年下半年“显著恢复”。同时，
这也将大力提振全球经济，有利于全球供应
链重回平稳运行轨道。

众多国际权威人士发声肯定中国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成果——

中国经济复苏提振全球信心
本报记者 仇莉娜 袁 勇

近日，韩国银行（央行）公布韩国第二季
度经济数据。数据显示，韩国二季度GDP增
速同比负增长2.9%，环比负增长3.3%，不及
预期。数据公布后，-3.3%的环比降幅受到
了韩国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一方面显示出韩
国经济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并在继续
恶化，程度超出预期。另一方面，这个环比降
幅是韩国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近22年来
GDP最大降幅。

从各产业发展情况来看，部分服务业产
值持续较大幅度负增长。二季度韩国服务业
整体产值环比萎缩1.1%，同比萎缩1.7%。
韩国银行将服务业细分为5类。其中，运输
业产值在一季度环比萎缩11.8%之后，二季
度又环比减少8.6%，同比减少18.6%。文化
及其他服务业产值在一季度环比萎缩11.9%

的情况下，二季度再次环比萎缩9.3%，同比
则萎缩了20.3%。零售及住宿餐饮业产值一
季度曾环比下降4.7%，二季度又环比下降
3.4%，同比下降5.9%。只有金融保险业产值
保持了正增长，医疗保健行业虽环比负增长，
但同比略微增长。制造业产值环比下降
9%，同比下降6.7%。其中，运输装备、电脑、
电子产品、光学机械等产业产值下降幅度较
为明显。受蔬菜等农产品产量减少影响，农
业产值环比减少9.7%，同比减少5.1%。

从韩国经济发展“三驾马车”来看，首先
是贸易出口额环比下降 16.6%，同比下降
13.6%，环比降幅为1963年四季度以来最大
降幅。汽车、煤炭、石油制品等货物出口额减
少，拉低了整体出口额。其次是投资乏力。
其中，制造业欠佳导致设备投资动力不足。
二季度，设备投资环比减少2.9%。建设投资
在去年四季度被强力拉升之后，后劲不足，今
年增速连续出现“大跳水”现象。二季度建设
投资环比萎缩1.3%。第三是消费较一季度

有所改观。韩国新冠肺炎疫情在今年2月
份和3月份曾大肆蔓延，4月份之后进入稳
定期。消费虽从第二季度出现好转迹象，
但相比去年仍略显萧条。二季度韩国消费
环比增长1.4%，但同比萎缩4.1%。

二季度经济数据不及预期引发了韩国
业界对全年经济增速的忧虑。而且，在韩
国近3年每年都多次下调经济增速预期情
况下，韩国媒体还出现对经济增速预期是
否过于乐观的忧虑。2018年，韩国银行曾
两次下调经济增速预期。2019年，韩国银
行又四次下调经济增速预期。今年，韩国
银行不仅多次下调预期，而且与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的预测值始终
存在一定差距。今年4月份，IMF曾预测
韩国今年经济增速为-1.2%。但当时韩国
认为，今年下半年疫情会趋稳，经济从第三
季度起会反弹进入正增长，持相对乐观态
度。韩国政府和央行虽均下调了预期值，
但韩国政府预测今年 GDP 将正增长

0.1%，韩国银行则预测为-0.2%。今年6月
份，IMF再次下调预期值，改为-2.1%。几天
后，韩国银行将预期下调至-1.8%。

韩国经济易受外部环境和突发事件影
响，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与预期差距较大的现
象时有发生。早在4月份IMF预测韩国经济
增速为-1.2%时，就有韩国经济专家称，现阶
段的预测值无法准确反映韩国全年经济发展
形势，随着困难增多，经济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性较大，全年经济增速很可能要低于当前的
各种预期值。

因此，对于今年韩国经济增速会否低
于-1.8%，韩国会不会再次下调经济增速预
期，尚待观察。本月，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
会召开会议时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内，设备投
资和建设投资将缓慢恢复，但内需和出口的
复苏速度将比预想得更加缓慢。另外，韩国
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近日称，今
年韩国GDP增速可能处于-2%至-3%这一
区间的中后段。

增速同比负增长2.9% 出现22年来最大降幅

韩国二季度GDP增长不及预期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世界银行负责管理的“减
少全球天然气燃除合作伙伴”近日发布数据显示，全球天然气
燃除量增至十余年来最高水平，达到1500亿立方米，相当于
撒哈拉以南非洲年度天然气消耗总量。

天然气燃除是指石油开采伴生的天然气燃烧，发生的原
因是技术、监管和经济限制，年排放量超过4亿吨二氧化碳当
量，浪费了宝贵的资源，未燃烧的甲烷和黑碳排放对环境造成
了有害影响。

天然气燃除量从2018年1450亿立方米增加到2019年
1500亿立方米，增幅为3%，主要原因是三个国家的燃除量增
加：美国（增加23%），委内瑞拉（增加16%）和俄罗斯（增加
9%）。同时，2018年至2019年脆弱或受冲突影响国家的燃
除量也出现增加，其中叙利亚增加35%，委内瑞拉增加16%，
尽管两国石油生产分别趋于平缓和下降40%。

世界银行能源与采掘业全球实践局副局长克里斯托弗·
谢尔顿说：“数据显示，天然气燃除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在某些国家解决这个问题仍然很难或者不经济。同时，新冠
肺炎疫情大流行带来了更多挑战，可能使可持续性和气候问
题被搁置一边。因此，必须扭转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彻底解
决常规天然气燃除问题。”

统计显示，天然气燃除主要国家（俄罗斯、伊拉克、美国和
伊朗）连续3年（2017-2019年）占全球天然气燃除总量将近
一半（45%）。从不包括这四国在内的其他石油生产国来
看，2012年至2019年天然气燃除量减少了90亿立方米，降
幅为10%。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天然气燃除量下降10%，
30个主要天然气燃除国家大部分出现了下降。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全球天然气燃除量

增至十年来最高水平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近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新加坡6月份制造业产值继续呈下
降态势，同比下降6.7％，降幅超出市场预期。若不包括生物
医药制造业，产值则上升2.1％。经季节性调整后，6月份制
造业产值环比增长0.2％。若不包括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值则
环比下降0.8％。

在制造业各领域中，电子制造业表现最为突出，6月份产
值同比增长17.3％，主要得益于半导体制造业增长26％，需
求受到了云服务、数据中心以及5G市场支撑。精密工程制造
业产值扭转了5月份的跌势，同比增长9.1％，主要是在半导
体设备更高产出支持下，机械与系统制造业增长了11.1％。

交通工程业产值下降幅度最大，6月份产值同比下降
33.9％。其中，航空领域产值因为维修和保养工作锐减而下
降23％；海事与岸外工程业因外籍劳工宿舍疫情行动管制措
施，拖慢了造船厂工程进度，导致产值下降53.5％。

另外，化学制造业、一般制造业和生物医药业6月份产值
同比下降幅度达两位数，产值分别下降 12.1％、13.9％和
30.6％。

新加坡6月份制造业

产值下降6.7％

本报雅典电 记者曲
俊澎报道：希腊传染病学
教授尼科斯·西普萨斯近
日表示，希腊预计将在今
年底或者明年初将完成新
冠病毒疫苗第三阶段试
验，从明年夏天开始为弱
势群体和易感人群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他强调，要
想阻止新冠病毒在希腊的
传播，必须至少有70%以
上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

西普萨斯对希腊开放
旅游业后的病例增加表示
担忧，不仅是因为输入性
病例增加，大中城市无法
确认来源的病例也在增
加。他警告称，尽管希腊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比世界
上许多国家都要好，但病
毒随时可能再次大规模暴
发，希腊必须确保今年夏
天“零事故”，民众需要保
持警惕，学会习惯与病毒
一起生活。

他同时预计，今年年
底将会出现流感和新冠病

毒同时暴发的风险。目前，希腊政府已经与
传染病专家合作制定了“秋季计划”，其中包
括为易感人群和医护工作者注射流感疫苗，
以防止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同时大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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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日前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4日0时，德国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815例，是6月19日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最多的一天。该机构对最近几天德国单
日新增病例数大幅增长表示忧虑。图为日前在德国科隆，人们保持社交距离观看一场户外音乐会。

（新华社发）

德国确诊病例
激增引人担忧

7月25日，白俄罗斯举办农贸节，旨在吸引人们关注本国
农业发展。图为当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两名身着
民族服装的农民在农贸节上推销自家产品。 （新华社发）

白俄罗斯举办农贸节

德国将每年支付450亿

欧元支持欧盟复苏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近日，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

财政事务发言人雷贝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欧盟“复苏基
金”将进一步加重德国的财政负担。根据估算，为了支付“复
苏基金”等一系列经济纾困计划，德国未来每年将向欧盟支付
450亿欧元。

在经过4天的艰苦谈判后，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终于就
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以及2021年至2027年
欧盟高达10740亿欧元的预算达成协议，两者总计金额高达
1.8万亿欧元。雷贝格表示，这一数字符合当前欧盟拯救成员
国经济的需要，德国也基本实现了最初的政策目标。他还表
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各国能够高效正确地利用这笔
资金。欧委会的任务就是要指导和监督受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