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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国 经 济 透 支 韧 性
法国经济部门近期公布的多项 2022 年

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法国经济尽管承受了新

冠疫情反复、俄乌冲突、能源危机、通胀高企

等多轮冲击，仍展现充足韧性。但宏观经济

的多个领域逐渐浮现危机迹象，凸显在结构

性经济顽疾持续未解下，法国经济的韧性并

不是可以无限透支的，未来的发展预期仍然

喜忧参半，改革形势依旧任重道远。

法国统计局 1 月 3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法国经济 2022 年四季度环比增长 0.1%，全

年增速达 2.6%，略低于法国政府此前预测的

2.7%。受家庭消费减少、能源行业秋季罢工

等因素影响，商品和服务领域出现下滑，在

去年四季度下降 0.2%。同时，受部分核电站

维护等因素影响，能源领域生产仍处低谷。

另外，外贸领域对经济提振效果显现，进口

降幅大于出口。法国经财部长勒梅尔对整

体数据表示赞许，认为法国经济在经历疫情

冲击后实现了强劲反弹，在面临系列冲击中

展现了足够韧性，法国经济基本盘依然稳

健，企业投资和就业持续稳定，坚信 2023 年

法国经济将继续正增长。但法国央行的预

测数据较为悲观，认为法国 2023 年经济增长

将有所放缓，经济增速将仅为 0.3%，失业率

也将进一步恶化，攀升至 7.7%，并在 2024 年

突破 8%的警戒线。

对于 2022 年的经济数据，法国统计局经

济研究和综合部主任尼古拉斯·卡尔诺指

出，这一数据对法国经济而言是个好消息，

打消了政府此前担忧，但 2023 年的经济形势

依然严峻。事实上，法国经济在去年初一度

表现亮眼，特别是在 2021 年末实现了 2.3%

的增长，但去年全年经济活动明显低于预

期。卡尔诺提醒：“即使是 2.6%的抢眼数据

也无法掩饰企业间的巨大失衡与家庭消费

在高通胀环境下遭受的重创。”卡尔诺预测，

在经历去年的系列冲击后，法国经济在 2023

年开局将仅增长 0.3%，远低于去年年初，如

果后续每季度增速局限在 0.1%至 0.2%的低

迷区间，今年增速也仅能达到 0.5%至 1%的

水平。同时，安联贸易的经济学家马克西

姆·达尔迈也提醒：“现在就宣布法国经济走

出困境为时尚早，2023 年的经济形势将更加

复杂，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仍未完

全释放，由此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在很大程度

上尚未真正到来。”

法国经济学界认为，经济数据喜忧参半，

特别提醒需高度警惕其中蕴藏的风险雷区，

呼吁“不要因良好的数据表象而忽视其中的

危险迹象”。具体而言，一是消费低迷。在高

通胀背景下，法国家庭消费急剧下降，该领域

一直是法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引擎，但在去年

四季度的传统购物旺季，法国家庭商品和服

务消费反而下降 0.9%，全年消费仅增长 2.7%，

约为 2021 年的一半。二是通胀高企。2022

年法国全年通胀率达 5.2%，持续处于历史高

位，使法国实际工资收入有所下降，虽然在政

府相应补贴下有所缓解，但企业面对攀升的

生产成本，正不断将负担转嫁至消费者，进而

引发恶性循环。据统计，2022 年四季度法国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近 6%，其中

能源和食品价格增长明显，涉及民生食品领

域的意大利面、肉类和鸡蛋等价格涨幅突

出。据预测，2023 年，法国通胀或将继续加

速，并达到 7%左右的峰值。三是企业困境。

法国央行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用“走钢丝”来

形容法国企业 2023 年将面临的形势，警告企

业的现金流、企业间支付及企业偿还银行贷

款、社会债务等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并指

出受现金周转不当、还贷违约等影响，2022年

企业破产率急剧上升。同时，受供应乏力、招

聘困难、物价上涨等影响，接受国家担保贷款

企业进行债务重组的案例也在不断激增，其

中尤以建筑业最为严峻，也使公共财政遭受

巨大损失。

同时，多年的结构性顽疾也在持续制约

着法国经济复苏与转型的节奏和步伐。从

内部来看，一段时间以来，法国国内罢工潮

频发，以“养老金法案”为代表的退休制度改

革成为民众抗议的焦点，并有愈演愈烈之

势，这一方面与法国社会多年来发展差异加

大、高福利加剧财政失衡、生产力持续乏力

等相关，另一方面更是在美捆绑欧洲不断对

俄乌冲突煽风点火背景下，以法国为代表的

欧洲国家持续承受着由此带来的能源、电

力、粮食等价格上涨冲击，对民生领域造成

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迫使法、欧民众成为

美战略阴谋下的受害者，也成为激化民众对

政府失望情绪的一大诱因。内部社会环境

的动荡与民众对政府改革措施的反对将持

续制约未来法国经济复苏效果，使政府后续

系列刺激与提振措施大打折扣。从外部来

看，美方利用《通胀削减法案》进行扭曲竞

争，尽管设有多项防御与刺激措施，但欧洲

的人才、企业、资本等仍将面临大西洋彼岸

的吸引。届时，欧洲多年搭

建的绿色转型、脱碳减排、节

能创新等宏大愿景将持续面

临掣肘，或沦为空谈，欧洲恐

再次痛失发展先机，甚至失

去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

发布报告指出，从多项数据

来看，全球许多国家经济都

展现出很强韧性，并取得了

超乎预期的积极成果，认为

2023 年 或 将 成 为 一 个 转 折

点，即全球经济触底反弹、通胀放缓，预计全

球经济增速到 2024 年将达 3.1%。另有经济

学家认为，2023 年中国经济将为世界经济增

长作出重要贡献。在如此积极的全球经济

预期下，法国的经济决策者需要认识到，长

久积累的坚实韧性并不是可以反复透支的，

真正的复苏是以本国民众核心利益与民生

诉求为基础，以强大的魄力和清醒的视野突

破结构性桎梏，扫清外部别有用心的障碍，

以真正自主的步伐为本国民众谋福祉、求

发展。

□ 李鸿涛

第二届非洲基础设施融资峰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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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加速实现基建蓝图

本报驻达喀尔记者

宋

斌

第二届非洲基础设施融资峰

会日前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

行。峰会以“保持非洲基础设施

发展势头”为主题，聚焦基础设施

融资趋势、大陆能源总体规划、单

一能源市场、数字化转型发展、绿

色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

重点讨论如何完成非洲基础设施

发 展 计 划 （PIDA） 框 架 下

2021—2030 年 第 二 期 优 先 行 动

计划中价值 1600 亿美元的 69 个

基建项目。

该峰会由非盟委员会、非盟

发展署和非盟轮值主席国塞内加

尔共同主办。非盟轮值主席、塞

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与“非洲发

展新伙伴关系”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指导委员会主席、卢旺达总

统保罗·卡加梅共同出席会议。

萨勒在峰会上指出，基础设施

建设是非洲发展的“神经”、非洲一

体化的“导线”，对尚有 6亿人口缺

电的非洲尤为重要。卡加梅呼吁

加强建设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基础

设施，以推动区域贸易，增强抵御

潜在外部冲击的能力。非盟委员

会主席穆萨·法基表示，基础设施

建设是非洲发展的基石。基础设

施不足是制约非洲发展的顽症。

经济结构转型、加速非洲大陆一体

化建设、提高经济竞争力、增加非

洲内部贸易流动、提高工农业生产

率和减少不平等，都需要现代化和

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是由

非盟委员会、“非洲发展新伙伴关

系”以及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发起

倡议，旨在推动非洲跨境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的发展规划。该计划

涵盖交通、能源、水资源开发和信息通信 4个行业，预计于 2040

年完成，总投资达 3600 亿美元。截至目前，PIDA 项下共开展

了约 400个项目，其中 30%为基础设施项目。2014年到 2022年

期间，该计划共吸引约 4000亿美元投融资。

本次会议回顾了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2012—2020 年

第一期优先行动计划的相关项目落实情况，其中 16 个项目获

得普遍称赞，如价值 156 亿美元、全长 1081 公里的阿比让—拉

各斯高速公路项目，有望使刚果民主共和国成为非洲最大可

再生能源出口国的“英加 3”（INGA 3）号水电项目等。第一

期优先行动计划共有 51 个项目，其中一半位于西非（16 个）和

东非（11 个），大多涉及交通与能源行业。非洲开发银行已向

该计划融资 70 多亿美元。根据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中期

进展报告，近一半的信息通信技术项目已完成并处于运营阶

段，而只有 6%的能源项目、19%的交通项目和 11%的水利项目

投入运营。

2021 年，非洲各国在非盟峰会上通过了非洲基础设施发

展计划 2021—2030 年第二期优先行动计划的 71 个优先项目，

覆盖交通、通讯、能源、水利、农业等领域，涉及非盟 40 余个国

家。作为最能反映非盟《2063 议程》框架的项目，这 71 个项目

在推动地区一体化、性别包容性、农村互联互通、环境友好型

方面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和规模效应。71 个项目中包括：海底

光缆铺设及建立跨境智能区域中心和数据中心，该中心提供

的信息通信将连接和覆盖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南苏

丹、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 2.85 亿人口；冈比亚河流域组织的

水力发电项目，涉及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和塞内加尔

四个国家；（纳米比亚）贝恩斯山脉水力发电项目，将使安哥

拉、博茨瓦纳、刚果民主共和国、埃斯瓦蒂尼、莱索托、马拉维、

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普遍

受益。

会议通过的《达喀尔宣言》呼吁，非洲各国和各区域经济

体应将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纳入其战略发展规划，并落实

预算和筹资，加快吸引私人投资和改善营商环境。多边金融

机构应放宽融资条件，包括降低利率、提高债务上限和预算赤

字等。《宣言》同时呼吁，在“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

一个捐助信托基金，由非盟成员国提供资金，并由发展伙伴、

融资机构、私营部门和多边开发银行提供捐款。

中国企业亮相沙特科技展
本报驻利雅得记者 罗怀伟

2 月 6 日至 9 日，沙特通信与信息部主办

的第二届 LEAP 科技展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

行 ，展 会 主 题 为“ 进 入 新 世 界（Into New

World）”，旨在挖掘科技的无限潜力，建设积

极美好的未来。本次展会共吸引全球 5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900 余家科技公司参展，汇

集 700 多位科技创新人才及相关领域专家参

会发言，参展总人数超过 25 万人次，期间签

署了 90 亿美元的投资合同用于支持未来技

术、数字创业及科创公司发展。

沙特通信与信息技术大臣阿卜杜拉·苏

瓦哈在开幕式上表示，LEAP 科技展的举办

向世界展现了沙特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

动实现 2030 愿景。鉴于沙特数字经济、物联

网、生物技术、空间卫星、金融科技等领域技

术迅速发展，通信与信息业成为沙特最具前

景的行业之一。沙特在中东和北非数字市

场持续处于领先地位，其科技行业吸引的活

跃投资将超过 420 亿美元。目前，沙特约有

34 万人从事数字、电信和信息技术领域工

作。苏瓦哈强调，沙特将加强 LEAP 科技展

在经济多元化、技术本地化和产业发展方面

的作用。

多家中资企业参加本届 LEAP 科技展，

贡献创新解决方案，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助

力沙特及全球市场数字科技转型升级。

华为公司是本次展会的战略合作伙伴

之一，其以“释放数字生产力”为主题，

聚 焦 5.5G、 云 计 算 、 人 工 智 能 、 数 字 能

源、网络安全等领域，展示其创新解决方

案，满足沙特政府机关、公共事业部门以

及 能 源 、 健 康 等 行 业 需 求 。 针 对 企 业 客

户，展示包括软件定义广域网络、全闪存

存储、光学技术和数字电子在内的智能信

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以及如何

通过物联网、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软件

定义网络、云管理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

升级其云园区；针对运营商客户，展示了

5.5G、5G 室内、5G 核心网等下一代网络，

致 力 于 继 续 支 持 沙 特 建 设 5.5G， 实 现

10Gbps 的用户体验和千亿级联接；在云领

域，推出了云原生 2.0、云基础设施、敏捷

金融等前沿创新产品；在数字能源领域，

展示了能源数字化在能源绿色开发利用方

面最新解决方案和技术更新，助力沙特清

洁能源发展。

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在展会期间与

本地运营商 Zain KSA 签署战略合作备忘

录，旨在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运营商解决

方案与服务，推进双方优势互补，服务当地

重大项目，拓展包含沙特在内的多个重点区

域市场。此前，双方已在数据、语音及漫游

等运营商服务以及创新物联网解决方案等

方面展开合作，此次签约后，中移国际计划

利用其丰富的全球网络资源和运营商整合

解决方案，进一步深化与本地运营商的合

作，共同服务沙特及全球市场数智化转型与

行业升级。

此外，部分中国公司与沙特合作伙伴

联合参展，共同呈现两国企业在多个领域

的合作成果。阿吉兰兄弟控股旗下全资子

公司阿吉兰科技发挥其科技创新能力及本

土优势，携手健麾信息、第四范式、白山

云、深信服科技等中国企业，以视觉化展

示、讲解介绍、交流互动等形式展示了其

在物流、金融、医疗、云计算等科技领域

的解决方案及应用实践，彰显了两国企业

共同深挖合作机遇与科技创新潜力的决心

和信心。

展会期间，中沙双方均呼吁进一步强化

科技领域投资合作。

沙特主权基金——公共投资基金（PIF）

支持设立的专业投资机构易达资本（eWTP）

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科技企业到沙特和海

湾地区国家落地发展。在其积极推动下，中

沙企业联合会在展会期间成立，旨在促进中

沙企业人员交往，鼓励跨国投资和创新。沙

特网络安全、编程和无人机联合会董事长费

萨尔·哈米希表示，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始

终是沙特的战略伙伴，联合会给中沙商界提

供了分享经验的平台，希望能把中沙合作带

到新的高度。 本版编辑 徐 胥 刘 畅 美 编 高 妍

2022 年，法国经济尽管承受了新冠疫情反复、俄乌冲突、能源危机、通胀高企等多轮冲击，但仍展现韧性。当然，

现在就宣布法国经济走出困境为时尚早。一方面，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仍未完全释放，由此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在

很大程度上尚未真正到来。另一方面，消费低迷、通胀高企、企业面临困境及多年的结构性顽疾也在持续制约着法国

经济复苏。2023 年法国的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2 月 6 日 至

9日，第二届LEAP

科 技 展 在 沙 特

首 都 利 雅 得 举

行。图为华为公

司展台。

本报记者

罗怀伟摄

安哥拉首都罗安达街景。 新华社记者 陈 诚摄

2 月 1 日，工人在法

国 巴 黎 凯 旋 门 附 近

修路。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