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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要靠发展解决二十国集团（G20）财

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周召

开。中方在会上就解决发

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提出的

相关主张，着眼于帮助发

展中国家提高自身“造血

能力”。这正是跳出“借新

还旧”怪圈，实现自主可持

续发展、铲除债务问题产

生根源的正确途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

会议就全球经济、全球卫

生、可持续金融、基础设

施、国际金融架构、国际

税收等议题展开讨论。如

何应对全球债务挑战是会

议的一项重要议题。与会

人士称，全球债务尤其是

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债

务正在上升，必须就帮助

低收入国家管理债务负担

达成共识。

就在此次会议召开前

不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

界债务报告》显示，全球面

临高债务水平的国家数量

从 2011 年的 22 个急剧增

加到 2022 年的 59 个，债务

规 模 达 到 创 纪 录 的 92 万

亿美元。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 署 长 施 泰 纳 称 ，截 至

2023 年 7 月，债务重组问

题没有按照要求和需要的

规模取得进展，这将给全

球 经 济 和 金 融 体 系 带 来

风险。

有 分 析 指 出 ， 发 展

中 国 家 日 趋 严 重 的 债 务

问 题 与 美 国 等 西 方 国 家

有 很 大 关 联 。 以 美 国 为

代 表 的 西 方 国 家 及 其 金

融 机 构 ， 多 年 来 为 追 求

高 利 润 高 回 报 ， 不 惜 鼓

动 发 展 中 国 家 发 行 大 量

短 期 高 息 债 券 ， 日 积 月

累 至 今 ， 让 许 多 债 务 国

面 临 巨 大 偿 债 压 力 ， 甚

至 不 得 不 举 新 债 还 旧

债 。 如 世 界 银 行 数 据 显

示 ， 在 49 个 有 数 据 可 查 的 非 洲 国 家

共计 6960 亿美元外债中，多边金融机

构和西方商业债权人所持债务占比近

四分之三。

美国货币政策产生的巨大负面外

溢影响，也是近两年发展中国家债务

飙升的重要原因。疫情暴发后，美国

实施超宽松政策，给低息美元

大量涌入非洲及新兴市场国家

放贷创造了条件，此后持续激

进加息，又引导资金快速回

流，巨大的美元“潮汐”引起

发展中国家流动性不足、资金

链断裂、货币贬值等系列危

机，以美元计价的偿债压力飙

升。而在历史上，类似的危机

在新兴市场国家屡见不鲜，典

型如阿根廷，至今仍受债务问

题严重困扰。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因

美西方而起，更在经年累月的

负面循环中越陷越深。不过，

这口“债务陷阱”的黑锅，却在

西方媒体的描述中扣到了中国

头上。一些人“言之凿凿”地声

称，一些国家“其资源乃至主权

被中国控制”。

事实上，无论是外债总额

还是利率水平，中国与美西方

相比都难以“望其项背”。还是

以非洲为例，有分析援引世界

银行数据指出，非洲国家政府

外债总额约 12%来自中国，而

35% 来 自 西 方 尤 其 是 私 营 机

构。中方贷款的利率水平在

2.7%左右，而西方贷款则高达

5%，几乎是中方的 2 倍。

在应对债务问题方面，中

国立场与美西方的区别是，中

方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有分析指出，债务危机不

只是金融问题，融资是要解决

发展的问题，需要形成系统性

的解决方案。中方在此次 G20

会议上坚持的原则，以及提出的

“创新基础设施融资方式、真正

扩大资金来源和增加资金规模”

“多边开发银行应始终坚持减贫

与发展的核心宗旨”等建议，为

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短期危机

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大

空间。这正如中方在 G20 财长

和央

行行

长会

议上

所 强 调 的 ，

“要客观分析

脆 弱 国 家 债

务问题成因，

发 展 是 解 决

债 务 问 题 的

根本”。

阿 联 酋 经 济 稳 健 增 长
本报驻阿布扎比记者 李学华

近期，随着阿联酋联邦政府和地方

政府的经济统计数据陆续出炉，阿联酋

本国机构和多家国际组织预测，2023

年阿联酋经济将回归稳健增长，经济前

景依然乐观。

经济增长超预期

阿 联 酋 联 邦 竞 争 力 和 统 计 中 心

（FCSC）日前发布报告称，2022 年阿联

酋经济表现强劲，增长超出预期。按不

变价格计算，2022 年阿联酋国内生产

总值（GDP）总额为 1.62 万亿迪拉姆，

同比增长 7.9%。其中，按不变价格计

算，非石油部门的 GDP 达到 1.174 万亿

迪拉姆，同比增长 7.2%。

FCSC 主任哈南·阿赫利表示，无

论在总体层面还是各主要经济部门，阿

联酋经济都实现了持续增长。通过提

高非石油经济活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

要性，加强了阿联酋经济多样化政策的

实施。她还指出，在过去 6 年中，阿联

酋人均 GDP 增长了 24.7%，2022 年人均

GDP 同比增长 21.1%，再次证明阿联酋

政府在实现繁荣和提高社会生活质量

方面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取得了成功。

7 月 6 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发布报告显示，阿联酋外国直接投资流

入量在 2022 年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

接近 230 亿美元，比 2021 年增长 10%，

领先中东和北非阿拉伯国家。

非石油部门扩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在

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国内经济活动保

持强劲，预计 2023 年阿联酋 GDP 将增

长 3.6%。IMF 称，由于持续恢复的旅游

活动和资本支出增加，阿联酋非石油

GDP 预计将增长 3.8%。而通货膨胀方

面，预计 2023 年阿联酋通胀率将放缓

至 3.4%。另外，由于油价上涨，预计财

政和外部盈余将保持较高水平，银行总

体资本充裕且流动性充足。阿联酋与

多个国家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将促进贸易和全球价值链一体化，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阿联酋中央银行在此前发布的报

告中称，2023 年第一季度，阿联酋经济

继续增长，由于非石油部门表现良好，

预计 2023 年 GDP 将增长 3.3%，非石油

部门将增长 4.5%。报告还指出，阿联

酋采购经理指数（PMI）证实，非石油私

营部门已连续 28 个月扩张，就业增速

创 2016 年 7 月以来最快。

6月27日，阿联酋国民银行发布报告

称，阿联酋非石油行业能够抵御全球经济

增长放缓的影响，预计今年将出现更快增

长，并引领全国经济增长。2023年前5个

月，阿联酋 PMI平均为 55.5，高于去年同

期平均水平。其中，旅游业是最大贡献者

之一，2023年第一季度，游客人数比去年

同期增加了 70万人次，机场接待旅客人

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150万人次，预计

全年游客人数将超过 2019年水平，这也

将推动交通和服务业的增长。因此，该行

将阿联酋今年非石油GDP的增长预测从

此前的3.5%上调至5.0%。

贸易前景广阔

渣打银行在 6 月份发布的《贸易的

未来：高增长走廊的新机遇》报告中称，

阿联酋有望在全球贸易增长中发挥关

键作用，预计到 2030 年其出口额将达

到 约 2 万 亿 迪 拉 姆 ，年 均 增 长 率 达

5.5%。报告指出，以亚洲、非洲和中东为

中心的贸易走廊的增长速度预计将超过

全球贸易增长率近4个百分点，将推动这

些地区的贸易总额到 2030 年达到 53 万

亿迪拉姆，占全球总贸易量的44%。

报告指出，在政府推动跨境贸易便

利化的促进下，阿联酋正在关键行业进

行大幅度产能扩张。该国已经实现了出

口多元化，通过放宽外资所有权规则和

提供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将出口推向

非石油行业。金属、矿物、黄金贸易以及

机械和电气将占据出口的较大份额。

2020 年至 2030 年，印度、中国和新

加坡将成为阿联酋的主要贸易走廊，阿

联酋将发挥主要转口贸易枢纽的作用。

阿联酋渣打银行首席执行官罗拉·

阿布·曼内表示，阿联酋在出口多元化

方面取得的成功以及新贸易走廊的发

展，有利于该国经济持续增长，增强其

经济弹性。阿联酋将继续推进贸易一

体化，并通过支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

政策带头实现多元化。

酋长国增长强劲

近年来，阿布扎比酋长国的经济总

量一直在阿联酋全国经济发展中占重

要地位，其发展状况被视作阿联酋经济

的“晴雨表”。2022 年，阿布扎比经济增

长 9.3%，创下去年中东和北非地区最高

增长率，GDP总额超过 1.1万亿迪拉姆。

6月26日，阿布扎比统计中心公布数

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阿布扎比GDP

同比增长 3.9%，非石油 GDP 同比增长

6.1%。非石油GDP（按不变价格计算）增

至1460亿迪拉姆，GDP总额达2766亿迪

拉姆。由于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运

输和仓储、金融和保险服务活动的贡献增

加，非石油活动对 GDP 的贡献升至 8 年

来的最高水平，达到52.8%。

7 月 16 日，迪拜酋长国媒体办公室

公布 2023 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迪拜各行业经济均实现强劲

增长，向“迪拜经济计划 D33”的目标又

迈进一步。今年上半年，迪拜接待了超

过 850 万名国际游客。此外，得益于需

求增长加快带来的新订单大幅增加，

迪拜非石油私营部门经济商业活动在

6 月份升至 10 个月以来的最高点。该

酋长国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标准普尔全

球采购经理指数从 5 月份的 55.3 升至

6 月份的 56.9。同时，随着需求增长，

6 月份非石油私营部门企业的就业人

数连续第 14 个月增长，这是 6 年多以来

连续创造就业机会最长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