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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引发了海外各大
投资机构高度关注。相关机构认为，中国政
府在多领域采取的有效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
实现强势复苏，中国经济成为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下全球经济的“一抹亮色”；鉴于中国经
济增速基础广泛，年内中国还将保持稳健复
苏态势。

增长势头强劲

荷兰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阿里扬·戴克胡
伊岑表示，虽然三季度经济数据稍微低于预
期，但中国经济已经明显从年初的疫情冲击
中率先走出来。值得关注的是，如果二季度
经济增速存在一季度数据下滑基数效应，那
么三季度的亮眼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复苏动
力强劲并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中国是
荷兰银行预期的关键经济体中唯一一个能够
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年度增速可能维持在
2%左右。这与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分别萎缩
5%和7.5%的预期形成了鲜明对比。

星展银行也在相关报告中就中国与其
他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路径的差异作了对
比。星展银行对比中美经济复苏路径后认
为，虽然中美两国经济都处于复苏周期，但
两者的复苏路径明显不同。中国增长主要
基于工业生产和出口，国内消费仍有进一步
增长潜力。美国复苏则主要基于零售数据
反弹，工业产出相对滞后。预计中国经济将
在年内出现2%的增长，而美国即使在财政
和货币政策强刺激下仍然会出现4%左右的
萎缩。两者复苏路径差异根源在于疫情管
控的成败。

疫情防控得力

对于中国经济快速摆脱疫情冲击脱颖
而出的原因，荷兰银行认为成功快速地控制
疫情是关键。这是有效管控政策、社会治理
模式以及发达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中国政府拥有更多的医疗物资储备、
更完善的处置计划和社区管理模式。中国
此前应对大规模疫情的成功经验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中国虽然后期也有零星病例出
现，但总体将受影响范围控制在了非常小的

规模内。因此，尽管疫情对于部分地区产
生了一定影响，却并未撼动中国整体宏观
经济复苏态势。

荷兰银行还表示，中国经济脱颖而出
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政府经济政策有效、精
准。在西方经济体中，多数经济刺激政策
集中于需求侧，中国政府将刺激政策集中
于供给侧。这使得中国相比其他国家更快
恢复了对全球市场的供给能力。在全球疫
情蔓延造成居家办公设备和医疗产品需求
激增情况下，中国供给能力快速重启对于
经济快速复苏的贡献巨大。

反弹还将延续

中国经济复苏势头的可持续性也成为
各方关注焦点。基于三季度经济数据，各
方认为中国经济复苏基础更为广泛。星展
银行发布报告表示，中国三季度GDP增速
达到4.9%的水平，表明在其他国家仍力争

从疫情冲击中恢复之际，中国已经进一步摆
脱疫情的负面冲击。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出现了不断稳固复苏的
态势。炼油、钢铁等部门的前瞻数据表明，第
二产业将持续恢复，同时第二产业中的中小
企业恢复情况也令人鼓舞，中小企业PMI自
6月份以来首次升入扩张区间。第三产业高
频数据显示，经济正常化的进程还将持续。
尤其是中国“十一”黄金周数据显示，随着疫
情管控态势好转、劳动力市场改善，未来中国
国内消费复苏也将进一步延续。

有分析认为，相比工业产出和出口对三
季度经济数据的积极影响，中国国内消费的
贡献稍弱。今年以来，居民消费增长乏力，落
后于整体经济增速。但是，随着疫情逐步得
到控制，对于出行的管制逐渐放宽，同时消费
者信心也在好转。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一季
度的谷底，居民收入增长也在加快。

基于“十一”黄金周数据，摩根大通私人
银行认为，目前一些初步数据显示，不论国内

旅游还是可选消费都有明显反弹。虽然各地
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人流管制，但强劲反弹的
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已经在好转。随着经
济全面好转，居民消费增速会从当下的4%
在年底上升到6%。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剪
刀差会进一步缩小。

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认为，中国
经济快速复苏为全球其他经济体设立了令人
鼓舞的标杆。中国经济持续反弹在第三季度
明显且基础更为广泛。尽管三季度的零售消
费数据仍然有一定不足，但“十一”黄金周数据
显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正在不断提升。

正是基于上述积极数据，各方对中国年
内经济持续强势反弹表示乐观。花旗财富管
理表示，中国经济增速已经重回正增长区间，
9月份工业及消费增速双双升至年内高点，
预计第四季度GDP不改继续回暖势头。对
比世界其他地区，年内中国经济领先全球已
成定局。花旗预计中国第四季度GDP或同比
增长2.4%，全年中国GDP或同比增长2.1%。

海外机构高度评价中国经济三季报——

中国经济将保持稳健复苏态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蒋华栋

近期，一向拖沓的美国高铁建设频频有
消息传来。

9 月底，美国联邦政府批准了得克萨斯
州达拉斯和休斯敦两市之间的高铁建设，预
计2021年开建、2027年建成。这条线路总长
240英里，被很多媒体称为“美国首条高铁线
路”。10月中旬，日立公司旗下日立铁路STS
美国公司宣称，从旧金山湾区快速交通管理
局接到了总额达7.98亿美元（约合53.5亿元
人民币）的列车控制系统更新项目订单，将负
责为旧金山湾区运行的高速铁路设计、构建
和安装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美国要迎来自己的高铁网络了吗？对于
听惯了要大建高铁消息的美国人来说，这很
可能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就拿加利福尼亚州来说，类似的事件曾
经发生在2008年，当时加州人欢欣鼓舞，计
划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修建一条高铁，却
因资金、具体路线走向和征地等问题，一直拖
延到了7年后的2015年才举行开工典礼。随
后到了2019年2月份，加州决定将全程约520
英里的高铁线路缩短至约120英里，令人大
跌眼镜。目前，受新冠肺炎疫情拖累，建成通
车估计又要进一步延后。

其实，自上世纪60年代日本开建新干线
开始，美国就不时传出要铺设高铁线路的消

息，但最终都不了了之。尽管在2011年国
情咨文演说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明确提
出美国的“高铁梦”：“在未来25年里，我们
要让80%的美国人坐上高铁。”尽管很多到
欧洲、中国和日本旅游回来的美国人都要
惊叹这些国家高铁的快速和便捷，但几乎
很少有人对美国建设高铁持乐观态度。很
多人觉得美国国情与高铁网络不兼容。

人口密度难以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是美国建设高铁网络的重要障碍。与欧
洲、中国、日本密集人口带来的大城市群不
同，美国只在西海岸的加州、北部五大湖区
的芝加哥、东北部的华盛顿—纽约—波士
顿、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和南部的得克萨斯
有一些人口相对密集的大城市群，其余2亿
多人分散在美国广大的国土上。因此，即
使美国建成高铁网，利用率也难以像欧洲、
中国、日本那样高。

制约美国推广高铁建设的另一个障碍

在于，征地价格高昂、法律程序繁琐。现行的
高铁技术要求高铁线路比较直，这意味着要
征收高铁沿线大量土地，这在美国是难以承
受的谈判过程。相关区域土地的主人会提出
千奇百怪的要求和价格预期，持续的诉讼和
谈判、无尽的游说和附带交易，会使征收土地
成为一个漫长的煎熬。加利福尼亚州那条严
重缩水的高铁线路就是典型案例。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党派政治
对高铁建设也造成了困扰。民主党的奥巴马
政府提出建设世界级高铁网，这主要有利于
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一般认为这些城市居民
主要把选票投给民主党，共和党政府往往不
大情愿增加开支为对手的选民造福。因此，
无论是联邦政府层面还是州一级政府，当民
主党执政批准建设高铁计划后，共和党上台
往往将上任政府的高铁计划搁置一边，或者
把资金挪为他用。比如，2010年11月份，新
当选的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就呼吁

将用于麦迪逊至密尔沃基线路的8.1亿美元
专款用于改善该州的公路。当他得知目标无
法实现时，便拒绝了这笔钱，于是该州高铁计
划被搁置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文化因素也是制约
美国高铁发展的因素。美国被称作汽车轮子
上的国家，高速公路遍布全国。一些美国人
将这一基础设施催生出来的汽车文化与美国
推崇的个人主义相捆绑，他们认为汽车文化
意味着自由，是个人主义的标志，铁路文化意
味着恪守统一规定，是集体主义的象征，为了

“捍卫”美国文化，要推崇汽车文化，抵制高速
铁路。

有研究指出，如果建设高速公路，美国政
府花在每位驾驶人身上的开支大约在1美分
到4美分之间；如果建设常规铁路，美国政府
则要在每位火车乘客身上投入13美分。美
国现有铁路确实不赚钱，即使是利用率最高
的华盛顿—纽约—波士顿线路，票款占运营
开支的比例也仅仅在60%左右。在佛罗里达
中部，这一比例仅为6%。相比之下，高铁的
投入产出比更是不可想象。一些专家认为，
修建高铁太过昂贵，不如拿这些拨款去修复
常规铁路，一些共和党执政的州政府实践了
这一主张，效果不错。如此一来，当地民众距
离实现“高铁梦”自然越来越远。

美国“高铁梦”靠谱吗？
□ 关晋勇

本报雅典电 记者曲俊澎报道：日前，希腊卫生部长基基
利亚斯与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卢格在丹麦哥
本哈根举行会晤，宣布世卫组织将在雅典新开设一个欧洲办
公室，以满足欧洲国家在卫生防疫等方面的新需求。新办公
室将主要聚焦为患者在医疗保健和安全等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和支持，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投入使用并至少运营5年。

世卫组织表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方面，希腊已
经成为成功应对挑战的典范，表现出强大的应变能力。基基
利亚斯感谢世卫组织能够选择希腊作为新办公室的所在地，
他认为在希腊新开设办公室是世卫组织对希腊政府在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方面取得成绩的认可，是对希腊颁发
的“健康勋章”，希腊正在升级为泛欧洲卫生枢纽。他强调，将
继续推进希腊卫生领域的改革，目前希腊已经在公共卫生领
域推动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例如成功实施了《禁烟法》，颁布法
律成立国家卫生质量保障组织等。

世卫组织将在雅典

新设欧洲办公室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日本财务省日前公布的
贸易统计速报显示，9月份出口额为6.0551万亿日元，同比下
降4.9%。由于对华出口持续增长，以及对美出口时隔13个月
首次转正，使出口降幅相较8月份的14.8%大幅收窄。同时，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4月份至9月份的上半个经济年度出口额
同比下降19.2%，这是次贷危机后日本出现的最大降幅。

自3月份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全面暴发后，出口额持续
下降。6个月后跌幅开始收窄。其中，对美国出口1.1952万
亿日元，同比增长0.7%，主要是对美汽车出口同比增长了
19.1%，14个月来首次出现正增长，带动了日本对美出口额提
升。同时，对华出口1.341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4%，实现了
3个月连续增长，且创下2018年1月份以来最大增幅，显示中
国仍是日本最大出口市场。统计表明，铜、半导体制造及汽车
带动了对华出口增加。

日本媒体指出，半年期日本出口额如此下降，是继上世纪
80年代《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历史上第
3次出口额骤降。

日本9月份出口额

同比下降4.9%

图为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中欧班列（渝新欧）“中国邮政号”在卸货。 （新华社发）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翟朝辉报道：日
前，中国华为公司在布达佩斯与匈牙利各界
共同举办华为匈牙利子公司运营15周年和
华为欧洲运营20周年庆典。华为重申了

“在匈牙利，为匈牙利；在欧洲，为欧洲”的战

略，并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本地创新，成为最
具创新能力的本地高科技公司、负责任的企
业公民，助力匈牙利经济实现数字化转型。

华为匈牙利子公司首席执行官蔡凌宇
在仪式上说，过去15年，华为在匈牙利共投

资了15亿美元，直接或间接创造了约2400
个工作岗位。过去5年，华为在当地的采购
达到2.46亿美元，对当地的税收贡献达2.77
亿美元。华为如今为匈牙利80％以上人口
的日常通信提供解决方案和支撑。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西亚尔托
在仪式上表示，自2013年以来，华为公司一
直是匈牙利的战略伙伴，对匈牙利经济和信
息通信技术发展助力良多，感谢华为公司为
匈牙利抗疫斗争所作的贡献。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临时代办刘波表
示，匈牙利政府为中资企业提供了公平、公
正的经商环境，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来匈牙
利投资兴业。在当天举行的仪式上，华为宣
布已在布达佩斯成立了一家新的研发中心，
聚焦人工智能、图像处理、流媒体和超大规
模分布式系统等领域。

华为在匈牙利投资达十五亿美元

近期美国高铁建设频频有消息传来，但对于听惯了要大建高铁消息的美国人来说，

或许这仍然是一场空。人口密度、征地费用和程序、党派政治、文化因素等特殊国情成

为制约美国高铁建设的重要障碍。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
海泉报道：国际劳工组织
（ILO）当地时间 21日发布
题为《供应链连锁反应：新冠
肺炎疫情如何影响亚太地区
服装业》的研究报告。报告
详细介绍了新冠肺炎疫情对
亚太地区10个主要服装生
产国服装供应链、相关工厂
及其工人的影响。

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严重打击了亚太地区的服
装行业，其主要出口市场零
售额直线下降，影响了整个
供应链上的企业和工人。疫
情暴发以来，消费需求骤降、
封锁措施以及原材料进口中
断等对亚太地区服装业造成
了重大影响。亚太地区10
个主要服装制造国孟加拉
国、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度
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菲
律宾、斯里兰卡和越南受影
响最为明显。对亚太地区服
装的主要出口市场而言，自
亚洲服装生产国的进口在
2020 年 上 半 年 下 降 约
70%。截至2020年9月份，
在亚太地区服装供应链中，
几乎一半工作岗位依赖于那
些采取最严格禁售措施国家
消费者的服装需求，但这些
国家的服装零售额在疫情期
间大幅下降。

报告称，2019年亚太地
区约有6500万服装行业工
人，占全球服装行业工人总
数的75%。尽管亚太地区
各国政府积极应对疫情，但
该地区数千家服装工厂暂时
或无限期关闭，工人下岗和
被解雇现象大幅增加，而且重新开工的工厂只召回了部分老
员工，甚至减少了雇工。此外，研究显示，占亚太地区服装业
工人大多数的妇女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更为突出，这一现
象加剧了收入及分配、工作量等方面的不平等。国际劳工组
织劳动经济学家表示，在2020年第二季度仍保有工作的服装
业工人中，收入下降和工资发放延迟现象很常见。

对此，国际劳工组织官员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服装行业
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挽救服装业，至关重要的
是各国政府、企业、雇主、工人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需共同努力，
改善疫情对服装业带来的严峻环境，帮助服装业打造一个更
加以人为本的未来。报告指出，完善和加强社会对话机制有
助于加强疫情应对。报告呼吁亚太地区各国在国家和部门一
级开展更具包容性和更有实际意义的社会对话。报告还建议
政府等各方应继续支持企业扩大对工人特别是女性工人的社
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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