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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 管 受 到 新 冠 疫 情 等 因 素

冲 击 ，但 是 达 索 系 统 仍 在 中 国 市

场 出 色 地 实 现 了 既 定 发 展 目 标 。

未来 5 年，我们计划将经营业绩再

翻一番。”达索系统董事会主席兼

首 席 执 行 官 伯 纳 德·查 尔 斯 近 日

在访华期间接受经济日报等媒体

采访时表示。

达索系统成立于 1981 年，总部

位于法国，深耕工业软件等领域，

2005 年进入中国市场。近年来，公

司持续加大在华投资和经营力度。

伯纳德·查尔斯说：“2018 年底

我到中国时，提出用 5 年时间让达

索系统实现业绩翻番的目标，现在

看，我们的目标已经实现。下一个

5 年，我们还将继续致力于实现类

似的目标。”

伯纳德·查尔斯介绍说，目前，

达索系统的业务主要布局在制造

业、生命科学、基础设施及城市建设

等领域。制造业是其最早发展的业

务，也是目前第一大营收板块。近

年来，达索系统在生命科学领域发

展迅速，其软件产品广泛应用于各

类药品的开发过程。在基础设施与

城市建设领域，达索系统处于早期

起步阶段，未来公司将投入更多资

源，推动自身软件产品技术在大型

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应用。

达索系统非常重视发展客户关

系。伯纳德·查尔斯的此次中国之

行，见证了达索系统与国机集团及

南京市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三方

将共同扩大市场覆盖面，共推技术

开发应用，探索创新合作模式，共促

人才培养。

“早期，达索系统通过其他公司代理销售产品。后来，我们决

定直接与客户建立联系，直接销售自己的产品。我们相信，与客户

建立更紧密、更直接的关系，能够提升双方信任水平，更好地服务客

户。与客户建立一种互信、互利、有韧性、长期主义的合作伙伴关

系，已经成为达索系统重要的、独特的战略。”伯纳德·查尔斯说。

伯纳德·查尔斯表示，30 多年前，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后一

直见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今天的中国在许多领域进步迅速，

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在中国市场，达索系统的产品经过很多次迭代，服务于不同

行业的客户。过去，我们把全球的先进技术带到中国市场。今天

我们已经开始把在中国市场形成的技术带到全球各地。例如，达

索系统帮助中国车企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因为中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先全球，我们有很多在中国市场形成的创新

技术被用于其他市场，帮助当地产业发展。”伯纳德·查尔斯说，“达

索系统在中国市场的布局非常多元化，公司的中国市场团队也非

常优秀。我们希望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与更多中国行业和企业

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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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今年的全球央行货币政策，无论

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分歧，

还是发达经济体内部的政策分化，都伴随

宏观环境和央行策略的变化而逐步收敛。

2023 年，面临持续高企的通胀压力，压

制需求以降低通胀一直是发达经济体央行

政策主基调。不过，在总体紧缩的大框架

下，发达经济体央行货币紧缩的力度与节

奏有所分化，“鹰派在欧洲，鸽派在美澳”态

势明显。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数据，上半年，

欧洲地区的丹麦央行、英国央行、冰岛央

行、挪威央行、瑞典央行和欧洲央行加息力

度从 100 个基点到 275 个基点不等，平均加

息 151 个基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加

拿大和澳大利亚分别加息 75 个、25 个和

100 个基点，加息的力度和频次都低于欧洲

地区。

政策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不同地区通

胀态势差异。

一方面，地缘政治衍生影响和冲击程

度不同。显然，欧洲地区国家在能源困境、

通胀困局方面的压力显著高于美国。以英

国及欧元区为例，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年后

的 2023 年 3 月，通胀仍然分别高达 10.1%和

7.8%，远高于同期美国 5%的通胀水平。

另一方面，政策分化还源于此前不同

政策节奏的延续。相较于欧洲央行和英国

央行 2022 年 250 个和 325 个基点的加息幅

度，美联储、澳大利亚联储此前均累计加息

425 个基点。这一系列差异迫使欧洲地区

国家不得不在上半年采取更为鹰派的货币

政策。

实际上，自今年 4 月开始，发达经济体

货币政策就开始酝酿转向。虽然各方仍然

总体延续紧缩态势，但是紧缩的步伐明显

放缓。“鸽派更为鸽派、鹰派姿态弱化”走势

颇为明显。

美联储在 5 月份加息 25 个基点后，货

币政策声明更为中性，并删除了此前长期

保留的有关持续加息的指引和暗示。6 月

份，美联储中断了此前的连续加息操作。

欧洲央行虽然在 5 月份开展了第七次

加息，但是将加息力度从此前的 50 个基点

减弱至 25 个基点。在利率决议中，欧洲央

行点出了加息传导机制的滞后性和通胀

的 顽 固 性 ，暗 示 将“ 寻 求 两 者 之 间 的 平

衡”。显然，放缓加息节奏成为平衡后的

选择，这一抉择也在 6 月份的货币政策中

得以体现。

在 2023 年上半年发达经济体持续紧缩

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总体货币政策则呈

现出不一样的风景。

由于较发达经济体更早启动本轮加息

周期，新兴经济体在 2023 年上半年面临的

通胀压力更小。为应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

性甚至风险，部分新兴经济体开始调整甚至

逆转货币政策。在国际清算银行统计的 23

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央行中，巴西、智

利、印尼、沙特、秘鲁等 7 个国家在 2023 年

上半年就已经暂停加息或开始降息。

进入下半年，虽然多数发达经济体的

核心通胀仍然处于高位，但是通胀数据和

通胀预期的下降使得各方开始着手调整货

币政策。

美联储虽然在 7 月份以通胀阶段性高

企为由加息 25 个基点，并重申了“更高水

平、更长时段”的紧缩政策，但其在前瞻指

引中更加强调加息对经济就业影响的滞后

性。随后 8 月份通胀降低、经济企稳，美联

储 随 即 决 定 从 9 月 份 开 始 暂 停 已 经 累 计

525 个基点的加息周期。

与暂停加息同步的是，美联储依然高

度重视干预通胀预期。每次暂停加息后，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以鹰派立场示人，强

调“ 通 胀 仍 远 高 于 预 期 水 平 ”“ 不 考 虑 降

息”，向市场释放“存在进一步收紧货币政

策可能性”的信号，试图以此影响市场预

期，避免通胀水平再出意外。直至最近的

12 月份会议，鲍威尔才表示通胀已经缓解，

以“结束紧缩周期”的暗示替代原有的“采

取进一步紧缩政策”的指引。

与此同时，加拿大央行下半年的货币

政策与美联储基本保持同步，在 7 月份加息

25 个基点后选择不再加息。澳大利亚联储

则表示通胀峰值已过，更加关注和反思经

济现状、前景和潜在风险，在 7 月、8 月、9 月

均按兵不动，11 月小幅加息 25 个基点后在

12 月份维持现状。

“节奏慢半拍”的欧洲国家也在下半

年开始了放缓和暂停的动作。欧洲央行

在 7 月底和 9 月连续小幅加息 25 个基点后

表示，当前利率已经达到“在足够长时间应

对通胀的必要水平”，将有助于通胀逐步回

归目标区间。10 月，欧洲央行在此前累计

加息 450 个基点之后，终于选择暂停加息，

这一政策基调也在 12 月得以延续。英国

央行在 8 月份加息 25 个基点。9 月初，英

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暗示，虽然通胀

仍远高于目标区间，但当前利率水平已经

接近加息周期的顶部。在随后的 9 月、11

月、12 月议息会议上，英国央行也选择了

不再加息。

在发达经济体开始集体调整货币政策

基调的同时，新兴经济体暂停加息或选择

降息的趋势愈发明显。国际清算银行统计

数据显示，自今年年中开始，停止加息或选

择降息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数量从上

半年的 7 个增加至下半年的 16 个。

回顾 2023 年各国货币政策走向，发达

经济体货币政策实现了从鹰派到相对鸽派

的波动调整。伴随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

整体转向，其与新兴经济体的分歧开始出

现收敛趋势，并在下半年更为明显地显现

出来。

展望 2024 年，多数机构预期发达经济

体央行货币政策将迎来拐点。美联储、欧

洲央行、加拿大央行预计将暂停加息，但

是 利 率 水 平 将 在 较 长 时 间 内 维 持 高 位 。

同时，部分机构预测，由于英国经济前景

更为低迷，在失业率上升、经济衰退压力

下 ，英 国 央 行 有 可 能 成 为 发 达 经 济 体 中

首 个 转 向 降 息 的 央 行 。 各 方 预 计 ，主 要

新兴经济体由于加息周期起步较早，且实

际利率水平仍处于高位，在未来经济压力

之下，更多的国家将进入降息通道和宽松

周期。

这一偏乐观的货币政策预期事实上已

经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得以体现。进入 2023

年 12 月 以 来 ，部 分 国 家 资 本 市 场 节 节 高

升。推动市场走高的力量不仅来自于通胀

缓解，也来自于投资者对主要国家货币政

策预期的调整。

然而，这一态势也隐藏了不容忽视的

风险。虽然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指

引发生了改变，但各大央行均未放弃控通

胀的“终极目标”，“更高更久”的利率政策

仍是多数央行的选择。这一现实与投资者

“加息周期已经结束”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的

差距。一旦通胀超过预期或者发生意外上

行，当前“抢跑”的资本市场将面临修整风

险。出于对上述潜在风险的担忧，近期，美

联储和英国央行都围绕国债市场杠杆交易

风险作出预警和警示。

总体来看，全球货币政策环境已经出

现调整的明显征兆，但未来的转向进程仍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未来一年，投资者

仍需密切关注宏观数据态势及央行决策。

纵观 2023 年，为应对持续高企的通胀，紧缩是发达经济体央行政策主基调。不过，自 4 月份

开始，其货币政策酝酿转向，紧缩步伐明显放缓，呈现出从鹰派到相对鸽派的波动调整。相比而

言，不少新兴经济体由于更加重视应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已提前调整甚至逆转货币政策。自

年中开始，停止加息或选择降息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数量明显增加。总体来看，全球货币政

策分歧呈现出收敛趋势。

全 球 货 币 政 策 分 歧 趋 于 收 敛
—— 年 终 国 际 经 济 观 察①

蒋华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