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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 埔 寨 首 相 洪 玛 奈 9 月 14

日至 16 日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

访问，中国成为洪玛奈担任新首

相后正式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充

分体现了中柬双方对持续发展

中柬传统友谊的高度重视。柬

埔寨亚洲愿景研究院总裁强万

纳 里（Chheang Vannarith）接 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洪玛

奈首相的访华成果十分丰硕，双

方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并发表

了联合公报，中柬“钻石六边”合

作将进一步走深走实，中柬命运

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得以巩固和

加强。

强万纳里指出，建交 65 年来

中柬友好合作关系取得了长足

发展，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

互联互通领域，“一带一路”倡议

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对柬埔

寨道路、桥梁、铁路和港口等方

面的投资建设，不仅改善了柬埔

寨的基础设施，还增强了其与邻

国 和 更 广 泛 地 区 的 互 联 互 通 。

中国是柬埔寨最大贸易伙伴和

外资来源国，中国的投资和两国

强劲的贸易增长为柬埔寨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柬

埔寨创造就业、减少贫困、实现

经 济 多 元 化 发 展 发 挥 了 重 要

作用。

他强调，洪玛奈首相的访问

为中柬两国携手构建高质量、高

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中柬命运

共同体提供了新动力。无论国

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柬坚定不移

发展世代友好，坚定不移地加强

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充分

体现了两国深厚的政治互信，中国始终是

柬埔寨最可靠、最坚定的战略合作伙伴。

柬埔寨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支持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双方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和“钻石六

边”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密切配合，

必将推动柬中关系迈上新台阶，两国历代

领导人精心培育的中柬“铁杆”友谊历久

弥坚。

强万纳里表示，访问期间，中柬双方签

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

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

计划（2024—2028）》以及多份合作文件，涵

盖“工业发展走廊”、“鱼米走廊”、基础设

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检验检疫、林业和

野生动植物、发展合作等领域，这是两国基

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共同

利益原则的共同战略愿景，它

标志着两国的战略合作将更

为紧密，中柬各领域将深度融

合发展。

中 柬 深 入 合 作 将 为 两 国

实现各自愿景目标带来新机

遇。“一带一路”倡议与柬埔寨

新的“五角战略”相对接，将给

两国带来显著利益。“工业发

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将

成为柬埔寨实施“五角战略”

的重要里程碑。“工业发展走

廊”立足于多功能经济特区、

物流枢纽和交通基础设施网

络 建 设 ，旨 在 吸 引 国 内 外 投

资，促进制造业、技术和服务

业的稳定增长，增强柬埔寨的

工业产能、创造就业机会并增

加出口。“鱼米走廊”建设重点

关注农村地区和农业社区的

发展，旨在提高柬埔寨农业部

门的生产力和可持续性，特别

是水稻种植和鱼类养殖，这不

仅有助于确保柬埔寨粮食的

自给自足，还可以大幅提高农

民 收 入 ，改 善 农 民 生 计 。“ 两

廊”建设将有力促进柬埔寨城

市 和 农 村 的 平 衡 和 可 持 续

发展。

他 还 表 示 ，中 柬 深 化“ 钻

石六边”合作将长久推动两国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不

断 深 化 两 国 在 基 础 设 施 、贸

易、投资、文化、人文等多个领

域的密切合作。中国强大的

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大量投

资将助力柬埔寨现代交通网

络、能源项目和城市发展，促进区域互联互

通和经济增长。中国是全球技术强国，中

国先进技术的转让和双方联手进行技能培

训，将对柬埔寨的产能和人力资源开发、创

新能力培养以及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

兴产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加上两国市场

高度互补，这将极大地推动双方经贸合作

深入开展，为两国实现未来愿景目标提供

新的潜在动力。

与此同时，在“钻石六边”合作框架下，

两国在文旅、教育、医疗卫生等人文方面的

交流和合作，正日益成为两国民心相通的纽

带，有力增进了中柬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

友谊，中柬建交 65 周年和“中柬友好年”系

列庆祝活动卓有成效地弘扬了中柬传统友

谊，中柬友好合作将代代相传。

中柬合作走深走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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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电 池“ 德 国 造 ”
本报驻柏林记者 陈希蒙

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国轩高科日前在其位于德

国哥廷根市的工厂举行首款电池下线仪式，标志

着该工厂第一款本地产电池产品正式下线。自

此，国轩高科已经在欧洲实现本地化生产与供

应，其电池正式开启“德国造”的进程。

国轩高科董事长李缜在致辞中表示，期待未

来与欧洲企业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蓬勃发展，期待推动并加快实现全球能源

转型。

下萨克森州州长斯特凡·魏尔表示，以前发

动机是燃油车最重要的零部件，未来电动汽车的

核心零部件将是电池。国轩高科是一家来自中国

安徽的公司，在电池领域享有盛名。国轩高科将

在哥廷根生产未来数十年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动

力电池产品。“希望能借此推动汽车工业转型。”

国轩高科于 2021 年宣布收购德国博世集团位

于哥廷根市的工厂，建立其在欧洲的首个新能源

生产运营基地。哥廷根市市长佩特拉·布罗伊斯

特说，今天能在以前博世集团的工厂车间里举行

国轩高科哥廷根工厂的电池产线启动仪式，具有

标志性的转折意义。“很高兴看到国轩高科能与

本地高校合作，推进校企合作研发，提升企业的

研发能力。”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国轩高科德国工厂首条

产线当日正式落地量产，目前该工厂已经接到了

大量欧洲订单，预计今年 10 月起可实现向欧洲客

户供货，到 2024 年年中，工厂实际产能预计可达

到 5GWh。

“哥廷根工厂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很高，目前

整线自动化率已超过 70%，其中模组工序阶段超

过 80%。”国轩高科国际业务板块副总裁陈瑞林

向记者介绍。国轩高科工程研究总院院长蔡毅

表示，哥廷根工厂总计产能规划 20GWh，预计

分四期完成，全部完成后，年产值有望达到 20

亿欧元。

仪式现场，国轩高科与德国巴斯夫公司、瑞

士 ABB 集团、荷兰电动公交车制造商 Ebusco、西

班牙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Ficosa 等多家国际企业签

订合作协议，合作方向涵盖电池材料及产品开

发、车用及储能产品供应等。

欧洲央行在上周加息之际，释放出可能结束

此轮加息的信号，市场机构预期美联储加息进程

也临近尾声。欧美央行对货币政策的考虑，正从

不断收紧向维持高利率转变。不过，随着欧美经

济下行风险增加，想要维持高利率并非易事。

欧洲央行 9 月 14 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

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 25 个基点。这是欧

洲央行自去年 7 月以来连续第 10 次加息，已累计

加息 450 个基点，三大关键利率中的主要再融资

利率、隔夜存款利率均已刷新历史最高水平。欧

洲央行在声明中称，“关键利率已经达到了这样

的水平，即如果维持足够长的时间，将对通货膨

胀及时恢复到目标水平作出重大贡献”。决定公

布后，欧元兑美元汇率大跌，创下 6 月初以来的

新低。有分析指出，从欧洲央行的表述再结合欧

元汇率的表现来看，欧元区利率见顶、欧洲央行

结束加息的信号已很明显。

由于欧洲经济出现滞胀的风险不断增加，欧

洲央行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间。欧盟委员会 9 月 11

日发布 2023 年夏季经济展望报告，大幅下调欧盟

和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同时预计通胀

水平依然居高不下，欧元区 2023 年、2024 年和

2025 年通胀率分别为 5.6%、3.2%和 2.1%，均高于

2%的通胀目标。有分析指出，欧洲央行不太可能

进一步加息，否则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但也不

想让外界怀疑其对抗通胀的决心，只能引导市场

预期向“暂停加息并将利率在‘限制性’高水平

上维持一段时间”的方向转变。

维持高利率并非易事。从主要经济数据看，

欧洲经济活动在 2023 年上半年受到抑制，工业持

续疲软，服务业势头减弱。再加上美国盟友产业

政策的诱导以及能源危机的影响，欧洲制造业基

础不断被掏空，去工业化愈演愈烈。更何况，连

续 10 次加息的政策效应尚未完全释放，欧洲经济

面临的压力在未来一段时间不会减退。欧洲央行

多次强调维持高利率，但对利率将在“限制性”

的高水平上维持多久却闭口不提，多少留下了政

策转圜余地。

与欧洲央行相比，美联储的政策表述更加模

糊。在 7 月议息会议之后，美联储一方面不断释

放与欧洲央行类似的信号，表示要“将利率保持

在较高的水平‘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在加息

问题上绝不松口，甚至一些美联储高官还不时释

放鹰派信号。尤其是美国 8 月 CPI 环比大幅增长

0.6%之后，有关“美联储 9 月暂停加息，但 11 月

和 12 月或再次加息”的预期有所回升。然而，在

高利率和失业率回升的双重夹击之下，美国消费

动力失速愈发明显，一些专家和机构并不认为美

联储能将高利率政策维持太久。9 月 12 日，美国

银行家协会发布预测，称美联储的紧缩周期“已

走到尽头”，将结束本轮加息周期，并将在 2024

年降息约 1 个百分点。美国媒体一项市场调查结

果显示，过半投资者预期，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可

能在 2024 年初收缩。这将是美国个人消费自新冠

疫情以来首次出现季度下滑。此外，美国两党围

绕预算问题的缠斗，可能引起新一轮政府关门，

进而对美联储施策增加变数。

应当看到，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尚有些“家

底”，政策走向仍 需 结 合 经 济 走 势 来 观 察 。 不

过，如果将日本的因素考虑进来，其中变数值

得重视。

9 月上旬，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称，“如果

日本央行对物价和工资将持续上涨有信心，‘结

束负利率’是可行的选择之一”。这一表态迅速

拉升 10 年期日债收益率。由于日本投资者是美国

政府债券最大外国持有者，日本上调国债收益率

可能会影响其海外投资流向，进而对全球债券市

场乃至金融市场造成冲击。有分析指出，日本央

行表态是在试探市场风向，与 7 月底日本央行变

相加息的操作如出一辙，反映出日本央行既想

尽快摆脱负利率，提

振日元汇率，同时又

顾 忌 美 方 反 应 的 心

思。需要密切关注日

本货币政策动向及其

对全球市场的影响。

至于意外情况有

多 大 可 能 发 生 ？“ 偷

袭”这种事情，只要

有第一次，谁能保证

没有第二次呢？

欧美央行维持高利率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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