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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内 对 经 济 前 景 分 歧 加 大

马来西亚贸易额创 28 年来新高
本报记者 蔡本田

日前，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发布

数据显示，2022 年马来西亚进出口贸易额同

比增长 27.8%，达 2.849 兆林吉特（约合 6639

亿美元），连续两年保持在 2 兆林吉特以上，

为 1994 年以来贸易额增长最快的年份。

2022 年 ， 马 来 西 亚 贸 易 总 额 、 进 口

额、出口额和贸易顺差均创下历史纪录，

反映了在外部强劲需求与大宗商品价格走

高的推动下，贸易强势增长。全年出口额

增至 1.552 兆林吉特，同比增长 25%；进口

额也首次突破 1 兆林吉特大关，至 1.297 兆

林吉特，同比增长 31.3%。贸易顺差增长

0.6%，达 2551 亿林吉特，自 1998 年以来连

续 25 年实现顺差。

从主要市场来看，马来西亚对东盟、中

国、美国、欧盟和日本出口均创下历史新高，

对埃及、斯里兰卡、莫桑比克、巴布亚新几内

亚 、多 哥 、吉 布 提 和 阿 富 汗 出 口 也 显 著 增

长。与此同时，去年 12 月份对《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的贸易取

得两位数增长。马来西亚进出口贸易的强

劲表现，为全年 GDP 可能实现 8%左右的超

预期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出口方面，制成品、农产品和矿产品出

口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强劲的出口增长

主要受益于电子电器、原油、液化天然气、石

油产品、棕油、棕油基农产品及机械、设备和

零件均取得两位数增长，每项出口额均超过

100 亿林吉特。

进口方面，三大类别表现突出：一是国

内燃料和润滑油消费的需求增长，导致占总

进口额 54.4%的半成品进口增长 29.3%，达

7057.4 亿林吉特；二是非运输资本货物的大

量进口，使得占总进口额 9.3%的资本财产货

物进口增长 15.9%，达 1203.2 亿林吉特；三是

加工食品与饮料进口增加，致使占总进口

8%的消费品进口大增 24%，达 1041.3 亿林

吉特。

去年 12 月份的出口贸易表现亮眼。在

制成品、石油产品、电子电器产品和液化天

然气强劲出口的推动下，出口同比增长 6%，

达 1318.9 亿林吉特，创下 12 月份单月新高。

其中，占出口总额 83.7%的制成品，出口同

比增长 4.6%，达 1103.9 亿林吉特；石油产品

和电子电器产品出口额均增长 10 亿林吉特

以上；占出口总额 7.4%的矿产品，在液化天

然气驱动下按年增长 31.6%，达 97.4 亿林吉

特，连续 21 个月实现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中国已连续 14

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国。与中国的贸

易比重约占马来西亚总贸易额的 17.1%，贸

易额同比增长 15.6%，达 4871.3 亿林吉特。

去年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出口额首次突破

2000 亿林吉特大关，同比增长 9.4%。同时，

中国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进口市场。从中

国进口的产品，约占马来西亚总进口额的

21.3%。在电子电器产品、机械设备与零件、

化学与化学产品带动下，从中国进口额全年

增长 20.7%，达 2765 亿林吉特。

除此之外，马来西亚对东盟的贸易总额

增长 34%，达 7720 亿林吉特，占全部贸易总

额的 27.1%，其中对东盟出口增长 31.8%，达

4529 亿林吉特，进口增长 37.1%，至 3191 亿

林吉特。美国与马来西亚双边贸易额占马

来西亚贸易总额的比重达 9.4%，贸易额同比

增长 23.3%，达 2675.9 亿林吉特。

纵观 2023 年，多种因素和不确定性将

使马来西亚的进出口贸易面临巨大的下行

压力。

第一，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重阻力。全

球仍面临较大通胀压力，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尚未缓解，贸易“脱钩”、全球供应链中断及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风险仍存，全球经济低

迷造成外部需求减少，电子电器产品等需求

放缓。此外，各国的内需、通胀、货币政策等

因素都会影响贸易的增长。

第二，全球贸易形势更加严峻。世界贸

易组织预测，2023 年全球贸易将增长 1%。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达沃斯论坛上表

示，今年货物贸易额预计仅增长 1%，远低于

去年的 3.5%。

第三，马来西亚制造业出现萎缩。去年

12 月 份 ，马 来 西 亚 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PMI）从 11 月份的 47.9 继续下降至 47.8，自

9 月份以来持续处于 50 荣枯线以下，将对进

出口贸易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第四，出口动力减弱并呈下降态势。

马来西亚 2022 年的出口尽管同比增长高达

25%，但是去年 12 月份的出口增长速度已

经降至 6%，中断了出口额连续 16 个月双

位 数 增 长 的 纪 录 ， 出 口 形 势 呈 现 下 行

态势。

相比 2022 年的爆发式增长，2023 年马

来西亚的贸易前景将趋于稳定。马来西亚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预计，2023 年的进出口贸

易额将以较慢的速度增长。根据马来西亚

财政部 2023 年经济报告书的分析，估计全

年进出口贸易额将增长 1.3%，其中出口额增

长 2.2%，进口额增长 0.2%。

匈牙利新春庙会庆佳节
本报驻布达佩斯记者 翟朝辉

1 月 28 日，由布达佩斯唐人街集团主办，为期两

天的 2023 年“欢乐春节”匈牙利唐人街新春庙会在布

达佩斯举办。通过新春庙会形式，匈牙利当地民众和

华人群体一起品尝中华美食，体验传统民族服饰、书

法国画、中医义诊、传统茶艺，以及剪窗花、猜灯谜、画

脸谱等活动，在指尖上、笔尖上、舌尖上真实感触丰富

多彩的中国春节传统民俗，共庆新春佳节。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临时代办杨超、匈牙利外交部

副国务秘书卡塔琳和匈牙利唐人街集团总经理宋一

楠分别致辞，并在现场与众嘉宾共同用毛笔进行“点

睛醒狮”仪式，揭开了舞狮、舞龙、民俗服装巡游等露

天文化表演活动的序幕。

新春庙会现场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处处充满浓

浓年味。室外“龙腾虎跃”的锣鼓声和“辞旧迎新”的

鞭炮声绵延不绝，妙趣横生，为新春佳节增添浓郁的

欢乐气氛。室内的文化体验活动和文艺表演也在火

热进行中，当地民众在包饺子、剪纸、书法等传统民俗

中体验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品东方”国风文创礼

品摊位前感受文化跨界的无限可能。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还在现场精心设立了“温暖

迎春”领事保护宣传介绍展台，提供咨询服务，吸引了

众多旅匈华侨华人驻足询问。

当天许多华人在朋友圈分享现场的热闹场景和

视频，感慨“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感觉和

国内一样年味满满、喜气欢腾”。

本次新春庙会是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联合多方

机构共同打造的 2023 年“欢乐春节”系列庆祝活动的

收官大秀，更是自 2020 年以来，匈牙利华人社区首次

举行的线下春节庆祝活动，掀起了新春庆祝活动的新

高潮。

本版编辑 徐 胥 刘 畅 美 编 王子萱

中企承建西非首条电气化轻轨通车

本报

记者

田士达

当地时间 1 月 24 日，由中

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土木）承建的尼日利亚拉各

斯轻轨蓝线一期举行通车典

礼，标志着西非首条电气化轻

轨在非洲第一大人口城市落

地，项目将成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的又一代

表性民生项目。

在通车典礼上，尼日利亚

总统布哈里为项目通车揭牌并

试乘首发列车，亲身体验了拉

各斯轻轨蓝线的安全、快捷、方

便、舒适。在此前一天拉各斯

州政府举办的庆祝晚宴上，布

哈里高度评价轻轨项目对拉各

斯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他

说，轨道交通有助于缓解城市

交通压力、减少空气污染、改善

民众出行体验，进而改善营商

环境，吸引投资，推动城市经济

发展。

拉各斯州长桑沃—奥卢在

现场致辞中表示，拉各斯轻轨

蓝线是非洲第一个跨海铁路系

统，配备有独立的供电系统，正

式运营后最大旅客输送量可达

每小时 2.5 万人次，将助力拉各

斯成为一座繁荣的、有竞争力

的现代化都市，并带动城市绿

色、低碳发展。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崔建

春表示，拉各斯轻轨蓝线将原

本 1 小时的平均通勤时间缩短

到 20 分钟，将显著改变沿线民

众出行方式，拓展城市发展空

间，帮助当地人民实现美好生

活。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是

中尼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期

待未来几年中尼两国在更多方

面拓展务实合作。

中国土木总经理陈思昌介

绍，拉各斯轻轨蓝线项目一期

是西非第一条由中国企业自主设计、建造、施工、运营的全

产业链的电气化城市轻轨交通项目，既是民生工程，又是民

心工程。轻轨蓝线项目将改变拉各斯都市风貌，完善城市

功能，在缓解交通拥堵、方便出行的同时，成为尼日利亚国

家新名片。中国土木将继续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用“勤奋、

诚信、坚韧”优质高效推进各项工程建设，让“一带一路”这

条造福世界的“发展带”更加繁荣、惠及人类的“幸福路”更

加宽广。

据悉，拉各斯轻轨蓝线是西非第一条电气化轻轨，

全长 27 公里，共计 11 座车站。项目 2009 年签约以来，

中国土木的建设者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克服资金短

缺、严重通胀、复杂地质、新冠疫情等诸多困难，成功

实施项目，为当地政府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3 公里的项目一期通车后将极大缓解拉各斯州的交通压

力，促进拉各斯州商业和人员往来，完善拉各斯州交通

体系。

在 2023 年“欢乐春节”匈牙利唐人街新春

庙会现场，精彩热闹的舞龙表演吸引观众纷纷

拿出手机拍照。

本报记者 翟朝辉摄（中经视觉）

近期部分数据指标改善，让持续面对经

济衰退压力的美国政府暂得喘息，其言辞间

也传递出对经济增长的乐观态度。不过，美

国经济学界和市场机构的忧虑未见消退。同

时，恰如附骨之疽的债务上限问题再度浮出

水面，能否妥善处理这个难题，将对美国政经

格局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商务部 1 月 26 日公布的首次预估数

据显示，2022 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

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 2.9%，虽不及第

三季度 3.2%的增幅，但高于市场普遍预期。

美国总统拜登在数据公布当天就此发表演讲

称“经济正在强劲增长⋯⋯高于专家预期”。

不过，无论是美联储研究报告，还是经

济学界和市场机构相关表态，都与拜登的乐

观相去甚远。1 月 18 日，美联储发布全国经

济形势调查报告 （褐皮书） 显示，美国经济

增长乏力，其下属地区储备银行中过半辖区

经济增长停滞或下滑。多家美媒 1 月公布的

季度调查显示，“虽然美联储期望通过经济

增长放缓而非完全收缩来降低通胀，但经济

‘软着陆’不会实现。”调查还表明，经济学

家预计美国经济年内出现衰退的概率在 60%

以上。

目前，美联储在继续加息问题上并未松

口 ， 这 是 多 方 看 衰 美 国 经 济 前 景 的 重 要

理由。

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 12 月份美国个人

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5%，为连续

第 6 个月放缓。尽管数据下行让价格压力稍

有放缓，但通胀水平仍处高位，再叠加基数效

应，这让美联储在把控加息步伐上的选项不

多。同时，美联储也无法确保加息导致的需

求减速处于可控水平，一旦失当，衰退几乎不

可避免。

数据指标在反映通胀压力缓解的同时，

留下了美国经济失速的“蛛丝马迹”。从美

国去年 12 月的一些数据看，零售疲弱、工

业产出下滑、库存积压以及大规模裁员正在

不断显现。如去年 12 月份美国制造业产值

下降 1.3%，创 2021 年 2 月份以来最大降幅，

反映出随着美国国内外需求放缓，制造业进

一步走软。同时，去年 12 月份美国个人消

费 支 出 环 比 下 降 0.2% ， 降 幅 高 于 预 期 的

0.1%，反映美国个人消费支出较前值降温的

态势。此外，越来越多美国人无法及时偿还

汽车贷款，违约比例已经超过国际金融危机

期间的水平。

与经济衰退相比，眼下令美国政府头疼

的另有其事。1 月 19 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致信国会，称由于美政府触及 31.4 万亿美元

的法定举债上限，“即日起财政部将采取特别

措施，避免联邦政府发生债务违约”。耶伦当

天表示，债务违约将引发美国主权债务评级

下调，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并

可能“造成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

模已超过 31.4 万亿美元，即便依靠非常规措

施和财政部持有的现金，也只够政府支撑到

7 月份左右，一旦触及债务上限“红线”，轻则

政府关门，重则引发抛售美债，加剧全球金融

市场动荡。

历史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无数次围绕

债务上限问题你争我斗。2011 年和 2013 年

一度触发债务上限，2011 年 8 月，两党围绕债

务上限的争斗引发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导致

美国历史上首次遭遇主权信用降级，2013 年

那次则造成政府关门。不过，看似激烈的博

弈最终无不以上调债务上限或是暂停其生效

而告终，根本原因在于两党均无法承受债务

违约的历史性责任。

然而，这一次美国债务更多，两党分歧也

更严重。因此包括摩根大通和高盛在内的市

场机构近日警告，美国正滑向 2011 年 8 月以

来最危险的债务

上限困局。由此

看来，债务上限

虽然是美国驴象

党争的老话题，

但考虑到美国当

下的政经局面，

没准儿也能讲出

一个让人大跌眼

镜的新故事。

11 月月 2828 日日，，人们在马来西亚槟城州首府乔治市举行的槟城庙人们在马来西亚槟城州首府乔治市举行的槟城庙

会上游玩会上游玩。。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