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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世界抗疫信心 注入全球复苏动能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2020中国经济年报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国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并予以积极评价，普遍认为在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预计成为唯一实

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凸显了中国在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成功，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蓬勃活力。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保持增长势头，将

有力提振世界抗疫信心，助力全球经济恢复动能、走出困境。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 2020 年

国民经济运行数据，非洲主流媒体和有

关人士对此高度关注。他们积极评价中

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下取得的经济发

展成就，认为这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

韧性，期待抓住中国经济发展机遇，加强

中非互利合作。

埃及《金融报》网站报道称，尽管疫

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中国仍在 2020

年实现了 2.3%的经济增长，预计成为全

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在强劲出口的拉动下，中国工业企业复

工复产成效明显，利润连续数月增长，并

向世界各国出口疫情期间急需的抗疫物

资和电子产品。

南非贸工部负责对华事务的官员贾

布向经济日报记者表示，中国经济经受

住了疫情考验，展现出强大弹性与韧

性 。 特 别 是 第 四 季 度 GDP 同 比 增 长

6.5%，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已基本回到正

常轨道。他强调，南非一贯重视发展对

华经贸关系，期待后疫情时代与中国建

立更密切的经贸联系，相信中国经济增

长将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

带来积极影响。

南非《商报》网站报道称，中国第四

季度 GDP同比增长 6.5%，这一增速超过

大部分经济学家预期。中国政府采取严

格措施遏制疫情蔓延，并出台一系列经

济刺激措施，还鼓励企业提高产能向海

外出口紧缺商品，这都有助于中国经济

实现增长。

肯尼亚广播公司网站发表评论称，

由于实施了强有力的抗疫措施和经济政

策，中国经济复苏速度快于外界预期。

2020 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经济保

持增长对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意

义重大。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下，中国发展依旧稳定，这体现了中国经

济的韧性。

评论称，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之一，中国正在持续增加商品进口，这将

为非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带来希

望和机遇。相信在中国经济复苏与中非

互利合作的带动下，非洲民众也将逐步

摆脱贫困，生活水平与基础设施将得到

改善。

非洲舆论认为——

展现强大韧性与弹性

欧洲主流媒体高度关注中国国家统

计局18日公布的中国经济数据。

德新社的报道指出，去年夏天中国

已经成功控制了疫情，新增病例很少，经

济活动迅速恢复了正常。中国去年经济

增速超过很多人的预期，且经济增长的

势头今年还将延续。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专家岑格莱

恩表示，中国经济 2020 年的增长给世

界经济带来了希望。同时，德新社还将

德国去年下滑 5%的 GDP 和中国去年的

经济数据进行了对比。报道认为，以美

元计，2020 年 12 月份对外出口增速高

达 18.1%，说明中国经济正在积极适应

新的国际市场供求关系。随着各国采取

封锁措施，用于居家办公的电子设备出

口量明显超过了医疗防疫用品。中国

出口企业抓住了这一市场机遇。专家

分析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将

延续。

德国《经济周刊》题为《2021 年中国

仍将比世界其他国家实现更快增长》的

文章指出，去年中国经济增长超出普遍

预期。文章指出，当世界大多数国家

2020 年都经历衰退时，中国依然实现了

2.3%的增长。中国经济毫无疑问已经成

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文章分析指

出，2021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仍将延

续，甚至有可能超越疫情前的增长水

平。而从今年开始实施的“十四五”规划

将给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文章认

为，“十四五”规划着眼于当前及未来中

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将在中国经济中扮

演愈发重要的角色。

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去年第

四季度中国经济 6.5%的增速甚至高于

疫情之前。文章指出，近期公布的经济

数据显示出中国通过有效控制疫情，成

功扭转了去年年初受疫情冲击的经济下

行走势。工业生产强劲复苏成为中国经

济回升的重要推动力。

法国《回声报》报道称，当全球经济

正陷入衰退之中时，中国经济正在加

速。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恢复到疫情大

流行前的水平，这主要得益于强劲的出

口以及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领域的强

劲增长。

欧洲媒体评价——

强劲复苏势头还将延续

在中国2020年GDP数据出炉之际，

美国媒体纷纷予以积极肯定。《华尔街日

报》《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纷纷撰文

称，2020 年全球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中国维持了经济增长势头，中国的民

族复兴抱负得以继续向前推进。

《华尔街日报》相关报道称，中国通

过强有力的行动控制了疫情，挽救了经

济。当西方国家去年春天遭受第一波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时，中国庞大的制造业

已经在政府复工复产保障措施的扶持下

重新恢复活力。中国的出口与逐步增加

的基础设施支出共同为全年经济稳步复

苏提供了动力。

《华尔街日报》援引德意志银行首席

亚太经济学家斯潘塞的观点称，中国经

济实现了完美的 V型复苏。中国早于西

方国家恢复常态，也帮助全球避免了原

本 会 更 加 严 峻 的 一 年 。 中 国 2020 年

GDP在全球GDP中的占比扩大1.1个百

分点，创上世纪 70年代以来的最大年度

增幅。一些预测者现在预计，中国经济

在2021年将进一步增长至少8%。

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副主席麦克威

廉斯表示，中国较高的利率吸引了大量

资本涌入，提振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并

提高了中国经济活动以美元计算的价

值。2020 年中国的优异表现，还有助于

全球经济的整体发展。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

与发展高级研究员哈拉斯表示，如果没

有中国的贡献，去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5.7%，而世界银行现在预计的萎缩幅度

约为 4.3%。哈拉斯表示，在过去 20 年

里，中国平均每年提振全球经济增长约

0.8个百分点，而中国去年的相对优异表

现意味着，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提振作用

可能是通常贡献水平的近一倍，他的计

算约为1.5个百分点。

俄罗斯媒体高度关注中国经济数

据，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2020年经济

数据后，积极予以报道。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发表题为

《2020 年中国 GDP 增速超预期》的报道

称，在经历 2020 年第一季度剧烈下滑

后，中国经济成功复苏并实现全年 2.3%

的增长。报道指出，尽管该经济增速系

过去四十多年来最低值，但中国预计是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唯一实现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

《俄罗斯报》在报道中指出，稳定的

出口表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供了动

力。报道关注到中国网络零售的强劲表

现并提到，去年中国商品网上零售额快

速增长 14.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比重保持稳定，约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在网上购物。

俄 Prime 经济新闻社刊发俄证券经

纪公司 Open-broker首席分析师科切特

科夫观点认为，中国又一次用稳定的增

速令世人惊讶。

俄列格努姆通讯社援引专家观点认

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几乎所有国家

经济下滑，中国经济增长 2.3%的表现可

谓出色。促使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

因素是中国劳动生产率高、工人组织性

和纪律性强以及国家对工业的高水平保

障。实体行业并未受隔离措施过多影

响，也保障了中国经济增长。

英为财情（Investing.com）俄文版总

编科舍列娃认为，中国严格的防疫举措

使其迅速控制了疫情，中国经济所受影

响也比其他国家小。

俄罗斯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并视中国的快速发展为利好因素。“今

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的报道指出，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确保 2021 年中

国经济增速接近 8%。中国将在注重发

展国内市场的同时，继续对外部合作伙

伴提供更高的经济开放性。报道认为，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助力整个亚洲地

区 经 济 加 速 复 苏 ， 也 有 利 于 俄 罗 斯

发展。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代理所长

马斯洛夫表示，中国国内消费增长意味

着中国能购买更多俄产品，对俄而言是

利好。

美国媒体分析——

实现完美V型复苏

俄罗斯媒体认为——

出色表现超出预期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了

2020 年 经 济 数 据 ，日 本 经 济 专

家、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

长笠井㷍雄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防疫和经济发展成

绩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信心，日

中双方应继续巩固经济关系，促

进经济交流。

笠井说，2020 年第一季度中

国 GDP 下 降 6.8% ，但 此 后 以

3.2%、4.9%、6.5%的增速恢复，实

现全年 2.3%的增长。在西方发

达国家普遍陷入负增长环境下，中国实现正增长，说明中国采取严

格的城市封锁和限制人员流动等措施，对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奏

效。GDP 史上首次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些

成绩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信心。目前看，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未设定 GDP 等数值目标，这是不盲目追求

数值目标的体现。中国正在从“成长”变为“成熟”。

笠井表示，疫情初期中国一些地方应对不当，为此付出了代

价，因此要吸取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教训，完善各领域应对措施。

整体来看，在防止疫情扩散和促进经济恢复方面，大数据、健康管

理APP等高科技手段发挥了巨大作用。

对日本而言，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无论日中关系、世界形

势如何变化，这一重要伙伴关系不会发生变化。笠井认为，构筑不

受双多边政治形势影响的、稳定的经济关系至关重要，这符合两国

的长期利益。笠井表示，日中两国互为重要经济伙伴，应在最大限

度控制疫情传染的基础上，在确认安全的同时重开人员往来，双方

保持密切沟通。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笠井㷍雄：

中国正从“成长”变“成熟”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所（韩国）

所长全炳瑞近日对经济日报记者

表 示 ，在 全 球 经 济 增 速 预 期

为 -4.4%、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

预 期 为 - 5.8% 的 情 况 下 ，中 国

2020 年经济增速却达到了 2.3%，

可以说中国经济“成绩单”很不

错。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程度决

定着 2020 年各经济体的增速，中

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控制住了

疫情，中国政府展现出的优秀防

疫能力正是中国经济保持正增长

的重要原因。

全炳瑞表示，从 2020 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制造业产能

恢复情况给人留下了较深印象。由于疫情蔓延，世界上大部分国

家的制造业产能都未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疫情发生之前的

2019 年第四季度，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曾创下历史新高。而

2020年第四季度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已经恢复到了约为 2019年四

季度 77.5%的水平。这可以被视为中国制造业正在恢复到正常水

平的重要信号，同时也成为大家看好 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

重要依据。

全炳瑞认为，去年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状况相对良好。受疫情

影响，去年第二季度，相比经济增速和制造业产值增速，服务业产

值增速显得并不是很理想。但进入第四季度后，服务业产值突飞

猛进，对 GDP 形成了拉动作用，可见服务业不但恢复到了正常水

平，而且发展情况比预想的要好。全炳瑞还表示，投资和就业问题

与整体经济形势息息相关，下一阶段这两个问题需给予关注。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所（韩国）所长全炳瑞：

产能恢复令人印象深刻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

□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李遥远

□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关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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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扛过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实现增长，进一步推进国家崛起》的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日本经济新闻》》题为题为《《中国经济增速超过疫中国经济增速超过疫

情前情前》》的报道的报道。。

英国英国《《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以以《《中国经济增长比疫情前中国经济增长比疫情前

还快还快》》为题进行报道为题进行报道。。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报道标题为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报道标题为《《20202020

年中国年中国GDPGDP增速超预期增速超预期》。》。

埃及埃及《《金融报金融报》》网站发表题为网站发表题为《《20202020 年中国经济增年中国经济增

长长22..33%%，，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报道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