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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国央行近日公布数据，按市场汇率计

算 ，去 年 韩 国 名 义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为

1.6733 万亿美元，居世界第 13 位，时隔 3 年再

次跌出前十。

从历史数据看，韩国 GDP 在全球最高排

名是第 10 位，分别为 2005 年、2018 年、2021 年

和 2022 年，徘徊在前十之外本来是常态。不

过，随着 2021 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正式认定韩

国为发达国家，韩国的自信心暴涨，“全球第十

大经济体”成为韩国政府官员和专家最喜爱强

调的标签。

不过，韩国央行的数据泼了一盆冷水。如

果将韩国去年的经济规模视为 100，全球第一

的美国对应的数值是 1522，中国为 1068，日本

和德国分别是 253 和 244，英国 184、印度 180、

法国 166。韩国的经济总量不仅不及美国的

十五分之一、中国的十分之一，甚至英国、印度

和法国也均为韩国的 1.5 倍有余。

对此，韩媒《环球经济》以“韩国经济规

模跌至 13 位，滑落比预想来得更快”为题表

达了韩国人内心的惊讶。文章称，韩国曾凭

借半导体出口好转和对新冠肺炎的果断防

控，经济规模进入世界前十。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曾预测，韩国前 10 名的地位至少可以保

持 到 2026 年 ，但 经 济 下 滑 速 度 比 预 想 的

更快。

韩国 GDP 缘何跌出世界前十，甚至被西

方反复制裁的俄罗斯超越呢？韩国央行认为，

关键原因是美元走强和整体经济复苏乏力。

韩国去年的名义 GDP 为 2161.8 万亿韩元，比

上年增长 3.9%；但是以美元为基准，受汇率年

均上升 12.9%影响，韩国 GDP 与上年相比反而

减少了 7.9%。

韩国央行相关人士解释说，由于去年美

元走强，大部分汇率转换指标均不佳。在美

元指数走强的背景下，俄罗斯、巴西、澳大利

亚等资源出口国借助全球原材料价格上涨大

量出口资源，对本国货币起到了“防御效果”，

汇率呈现强势，同时也使韩国名义 GDP 排名

相对下降。

不过，韩国媒体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东亚

日报》在社论中称，货币的价值是反映一个国

家经济现在和未来的晴雨表，不能将经济排名

下滑仅仅归咎于汇率的原因。韩国一直以来

是自由贸易的最大受惠者之一，然而全球贸易

的碎片化正在动摇韩国经济的根基。

韩国在去年 5 月加入由美国主导的所谓

“印太经济框架”，这种纵容美国推动贸易碎

片化的行为并没有给韩国带来期待中的经济

利益。由于半导体出口不振和能源进口大

增，去年韩国贸易逆差达到 478 亿美元，创下

了历史最高纪录。这是继 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时的 132 亿美元逆差之后，韩国时隔 14

年再次出现年度贸易逆差。同时，韩国对华

出口也出现严重问题，从去年 6 月起已连续

13 个月出现同比下降，除去年 9 月外，韩对华

贸易均出现逆差。

除此之外，很多专家还指出了一个更为

令人担忧的迹象，即韩国经济下滑的趋势与

人 口 减 少 的 态 势 高 度 吻 合 。 韩 国 人 口 在

2020 年达到顶点，随后人口逐年减少。据韩

统计厅数据，今年韩国人口约为 5156 万人，

到 2041 年将骤减至 4000 万人左右，到 2070 年

将减少到目前的三分之二水平。相反，世界

人口将从今年的 80.5 亿人增加到 2070 年的

103 亿人。专家预测，今后韩国 GDP 排名有

可能进一步下降，低生育率导致的劳动力人

口快速减少将极大削弱韩国经济的潜在增

长动力。

对于这种说法，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表示

了认同。他称，由于韩国未及时推进高龄化、

低生育等结构调整措施，企业竞争力大幅放

缓，如果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排名下滑将不

可避免。韩国机构普遍预测，今年仍无法看到

韩国重回世界前十的可能性。

一方面，经济增速仍在低位徘徊。韩国

政府近日发布的《2023 年下半年经济政策方

向》报 告 书 预 测 ，今 年 韩 国 GDP 增 幅 仅 为

1.4%，较去年 12 月 1.6%的预期进一步调降 0.2

个百分点。

报告书称，今年上半年韩国出口额已经连

续 6 个月同比下滑，前 5 个月贸易收支持续出

现逆差，直到 6 月才转为 11.3 亿美元的顺差。

全球芯片市场长期低迷和贸易碎片化后果集

中显现，导致韩国制造业出口下滑大大超出预

期。楼市不景气和制造业萧条造成的投资减

少，也给经济前景蒙上阴影。

另一方面，美元指数仍保持强势。近期美

联储表示，今年内还会加息，而韩国央行考虑

到上半年经济复苏不及预期、下半年经济形势

不甚明朗等因素，从 2 月开始连续冻结韩元利

率，导致韩元兑美元汇率始终在 1300∶1 上下

徘徊，因此以美元换算的 GDP 数值仍难有正

向改观。

专家指出，很难用现有方法解决韩国经济

规模下滑和经济增长潜力走弱的状况。除半

导体之外，政府还需在发掘新产业、培养专门

人才、支援研究开发等政策上进一步付出努

力，同时制定对养老金、劳动、教育等三大改革

的详细长期对策。

韩国央行认为，韩国 GDP 跌出世界前十的关键原因是美元走强和整体经济复苏乏力。美元指数走

强叠加一些资源出口国借助全球原材料价格上涨大量出口资源，汇率呈现强势，使韩国名义 GDP 排名

相对下降。不过，一些韩国媒体并不认同这个观点，认为全球贸易不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全球贸易

碎片化正在动摇韩国经济的根基。另有专家指出，韩国经济下滑趋势与人口减少态势高度吻合，低生育

率导致的劳动力人口快速减少将极大削弱韩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动力。

韩国 GDP 缘何跌出世界前十

对于化工行业而言，

2023 年 注 定 是 艰 难 的 一

年 。 在 需 求 走 弱 和 产 能

过剩背景下，化工企业盈

利 不 及 预 期 。 德 国 化 工

巨头巴斯夫（BASF）日前

公 布 了 二 季 度 业 绩 初 步

数据，大幅下调了对今年

的业绩预期，并将其归咎

于 全 球 工 业 产 出 低 迷 和

消费品需求下降。

巴斯夫预计，2023 年

的销售额在 730 亿欧元至

760 亿 欧 元 之 间 ，不 及 分

析师普遍预期的 798.1 亿

欧元，远低于 2022 年销售

额 873.27 亿欧元。公司还

下调了全年的盈利预期，

预计 2023 年的利润在 40

亿欧元至 44 亿欧元之间，

同样不及分析师普遍预期

的 48.83 亿欧元，显著低于

2022 年的 68.78 亿欧元。

销 量 和 利 润 下 滑 的

阴 影 正 笼 罩 整 个 化 工 行

业 。 美 国 化 学 和 特 种 材

料 公 司 陶 氏（Dow）公 司

财报显示，由于全球经济

持 续 低 迷 ，行 业 供 应 过

剩，一季度公司所有运营

板 块 及 区 域 净 销 售 额 均

出现下降；德国特种化学

品 公 司 朗 盛（LANXESS）

二季度利润预计约为 1 亿

欧元，远低于此前预期的

1.89 亿欧元。卡博特、利

安 德 巴 赛 尔 等 多 家 化 工

企业此前也发布预警，称

2023 年的盈利将比此前预计的更低。朗盛首席执行

官常牧天表示：“几乎所有市场都受到需求疲软和去

库存的影响，即使是那些通常非常稳定的市场也受

到了影响。与新冠疫情肆虐时期相比，销量下降幅

度更大，且持续的时间更长。”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化学品市场，占据全球所

有化学品销售额的 40%，预计至 2030 年占比将接近一

半。面对疲软的需求和不明朗的发展前景，外资化工

企业纷纷将目光转向中国，将中国市场视作未来业

务的支撑点。以巴斯夫为例，其大幅追加中国地区

投资，并加速与中国企业合作。今年 6 月 28 日，巴斯

夫上海创新园三期项目正式落成，依托上海创新园

项目，巴斯夫可以更快速地响应中国乃至亚太市场

的需求。朗盛亚太区总裁钱明诚也表示，随着中国

经济复苏，预计今年下半年公司在华业绩将有所反

弹，收益有望明显回升。中国将为全球化工市场复苏

提供助力。

对于 2023 年下半年化工行业走势，巴斯夫预计，

由于下游行业的化学原材料库存已经大幅减少，因而

全球需求疲软态势将有所缓解。

中国将助力全球化工市场复苏

周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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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日前发布 2023 财

年年报显示，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受全球市场波动

的影响，投资组合净值为 3820 亿新元，比 2022 财

年减少 5.20％；一年期股东总回报率为-5.07％，为

2016 年-9.00%以来的年度最低回报率。

2023 财年，面对全球不确定因素，淡马锡控股

采取谨慎投资方式，放慢了投资速度，全年投资额

为 310 亿新元，减持额为 270 亿新元，净投资额仅

为 40 亿新元，比 2022 财年的净投资额 240 亿新元

大幅下降。

根据测算，若不计算账面损失，淡马锡控股

2023 财年实现净利 147 亿新元；若将账面损失计算

在内，则净亏损 73 亿新元，其中包括对加密货币交

易平台 FTX 的投资减值等。而淡马锡控股上一次

出现净亏损是在 2016 年，亏损额为 67 亿新元。

淡马锡控股首席财务长方静仪认为，导致一

年期股东总回报率下降至-5.07％的原因，主要是

公开和私人市场股权估值下跌，以及全球投资估

值受高利率环境的影响下滑，尤其是在科技、医疗

保健和支付领域。

淡马锡控股的投资组合，分地域看以亚洲市

场为主，占总投资组合值的 63％。投资组合值占

比由高到低，依次为新加坡占 28％，中国占 22％，

美洲占 21％，亚洲其他地区占 13%（不含新加坡与

中国），欧洲、中东及非洲占 12%，澳大利亚及新西

兰占 4%。

分行业看，投资组合在各领域的比重，由高到

低依次是：交通及工业 23%，金融服务 21%，电信、

媒体与科技 17%，消费与房地产 16%，生命科学与

农业食品 9%，跨领域基金 8%，其他（包括信贷）

6%。在电信、媒体与科技领域中，中国的腾讯、阿

里、美团都是其主要投资项目。在金融服务领域，

贝莱德、万事达卡、PayPal、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渣打集团、星展集团等都是其主要的投资

项目。

尽管今年投资回报不佳，但长期看，淡马锡控

股表现不俗，投资组合净值在 10 年内约增长了

77.7%。截至目前，淡马锡控股 10 年期和 20 年期

股东总回报率分别达到 6％和 9％。

在谈及投资策略时，淡马锡控股首席投资官

罗锡德表示：“鉴于宏观经济形势严峻，集团将保

持 谨 慎 的 投 资 态 度 ，本 财 年 预 计 将 放 慢 投 资 步

伐。不过，由于流动资金强劲，集团准备在市场回

调时加大投资。”

面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罗锡德进一

步表示，淡马锡控股在投资时将考虑一些额外因

素，如将地缘政治风险纳入考量；为应对高通胀和

高利率环境，将主要投资于定价能力强以及现金

流强劲的企业；同时关注人工智能和绿色转型的

新投资机会。

目前，中国是淡马锡控股在海外第一大投资

对象国。随着中新两国合作不断深化，淡马锡控

股十分看好中国市场的投资前景。其高层表示，

将继续投资中国新兴消费模式和创新成果等，进

一步实现合作共赢。

展望未来，淡马锡控股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

长狄澜表示，淡马锡控股将继续依据“四大长期结

构性趋势”，打造投资组合，在专注追求长期回报

的同时，通过保持强劲的资产负债表、保护投资组

合等，实现长期可持续回报。

淡马锡控股继续看好中国市场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蔡本田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印度尼西亚

6 月份进出口均大幅下滑，但仍连续 38 个月

保持贸易顺差。

印尼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印尼

6 月 份 出 口 额 为 206.1 亿 美 元 ，环 比 下 降

5.08%，同比下降 21.18%；进口额为 171.5 亿

美元，环比下降 19.4%，同比下降 18.35%。

印尼统计局秘书长马尔迪延托表示，出

口额下降主要归因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6 月份矿产品出口额同比下降 37.49%。化

石燃料仍是印尼主要出口商品，占上半年出

口总额近 20%。

由于进出口同步大幅下降，且进口下降

大于出口下降，印尼贸易依旧保持顺差，数

额由 5 月份的 4.4 亿美元大幅增加到 6 月的

34.5 亿美元。

据统计，印尼上半年出口额为 1286.6 亿

美 元 ，较 去 年 同 期 的 1411.7 亿 美 元 下 降

8.86%；进口额为 1087.3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

的 1161.8 亿美元下降 6.42%。上半年，印尼

贸易顺差 199.3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 249.9

亿美元大幅下降。

印尼贸易下滑仍保持顺差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陈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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