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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华直接投资再创新高
本报驻柏林记者 陈希蒙

新加坡今年经济增长谨慎乐观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蔡本田

本版编辑 周明阳 王一伊 美 编 夏 祎

近日，德国经济研究所在其根据德国

央行数据撰写的一份报告中指出，2023 年

德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额达到创纪录的 119

亿欧元，比上一年增长 4.3%。德国经济研

究所专家约尔根·马特斯对此表示，“继此

前两年的高值后，此次德国对华直接投资

总额再创新纪录”。

报告进一步指出，德国企业在中国过

去 3 年 的 投 资 额 大 致 相 当 于 其 2015 年 至

2020 年投资额的总和。此外，2023 年德国

对 华 投 资 占 德 国 海 外 投 资 总 额 比 重 达

10.3%，为 2014 年以来最高水平。

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 《2023/24

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 印证了德国企业

对未来中国市场的信心。报告显示，超过

半数的受访德企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增加对

华投资。

报告认为，中国“对德国经济的意义

依然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庞

大、供应链基础设施先进、创新能力日益

强大，帮助中国持续成为德国企业最重要

的市场之一。

91%的受访德国企业表示将继续扎根

中国市场，没有离开中国的计划。超过半

数的受访德企计划未来两年内增加对华投

资。46%的受访德企计划与中国合作伙伴

增进合作以保持竞争力。37%的受访德企

表示，与其他市场相比，中国作为创新市

场的吸引力在增强。

有分析指出，尽管本届德国政府一直

向 德 国 企 业 施 压 ， 要 求 他 们 减 少 对 华 贸

易、降低对华依赖，并大幅削减给德国企

业提供的对华投资担保，然而事实是，德

国企业在中国的大规模投资不降反升。根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2023

年德国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为 2531 亿欧

元，中国连续第 8 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

易伙伴。

大众、奔驰、宝马、巴斯夫、西门子

等大型德国企业纷纷顶住压力，争相继续

增加在华投资，用实际行动对中国市场投

出“信任票”。

据德媒报道，今年年初，大众集团在

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更高的销量，而这一增

长主要取决于中国市场。今年 1 月，大众

共 向 全 球 客 户 交 付 69.8 万 辆 轿 车 和 商 用

车，其中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为 29.1 万辆，

占全球总销量的约 41.7%，同比增长 43%，

而同期大众在西欧和北美的销售量同比分

别下降 3%和 1%。

当 前 ， 这 家 欧 洲 最 大 汽 车 公 司 正 在

进 一 步 融 入 中 国 市 场 。 大 众 集 团 首 席 执

行 官 奥 博 穆 曾 在 去 年 9 月 的 2023 慕 尼 黑

车 展 上 透 露 ， 大 众 将 加 大 对 华 投 资 ， 尤

其 现 在 大 众 需 要 利 用 中 国 技 术 进 入 中 国

市场。

与此同时，另一家德国车企巨头宝马

集团也正在持续加大对华投资。宝马集团

董事长齐普策在去年一年数次来到中国，

宝 马 对 中 国 市 场 的 重 视 和 支 持 力 度 可 见

一斑。

宝马目前已宣布，其在中国的合资企

业将从 2026 年起为中国客户生产新一代电

动 汽 车 ， 而 非 从 德 国 进 口 。 中 国 境 内 约

430 家供应商的零部件和材料将用于本地

生产。此外，宝马还扩大了位于沈阳的研

发中心规模，将在中国投资开发和生产新

一代电动汽车使用的高压电池。

近日，宝马和奔驰两家公司又联手布

局中国电动汽车市场。2 月初，据国家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网 站 ， 梅 赛 德 斯 — 奔 驰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与华晨宝马汽车有限

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获得批准。

2023 年 11 月，宝马与奔驰先后宣布，

将以 50∶50 的股比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

并运营超级充电网络。据悉，至 2026 年

底，该合资公司计划在中国建设至少 1000

座具备先进技术的超级充电站和约 7000 根

超充桩。这一合资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两

家传统汽车巨头在中国市场电动化转型的

进一步努力。

对于当前的中德经贸关系，德国央行

多位专家近期联合撰文指出，德国与中国

经贸关系紧密，强行对华“脱钩”会给德

国经济尤其是德国工业造成难以承受的严

重影响。

文章表示，从长远看，离开中国将给

德国企业带来显著商业和经济成本。德国

企业将错失中国这个“主要销售市场”，许

多 供 应 链 只 能 以 牺 牲 效 率 为 代 价 进 行 重

组。文章最后表示，德国无法应对与中国

“脱钩”，“脱钩”对德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将

难以承受，应避免单方面对华“脱钩”。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增长乏

力。在此背景下，中德进一步深化经贸合

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

将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对此，中国

驻 德 国 大 使 吴 恳 表 示 ， 把 稳 中 德 合 作 之

“舵”需要理性务实的精神。唯有坚持求同

存异、携手共济、合作共赢，中德合作之

舟才会行稳致远。

新加坡近期发布 2024 财政年预算案声

明。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谈

及今年经济前景展望时表示，政府谨慎乐

观地评估认为，今年会比去年好，除了通

胀放缓，预计全年可实现 1.0％至 3.0％的

较高经济增长。2023 年，在国际环境动荡

不安、国际经济低迷不振的情况下，新加

坡全年经济增长 1.1%，避免了经济衰退，

但显著低于 2022 年 3.8％的增长率。

2024 年新加坡经济前景将喜忧参半。

黄循财指出，预计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将保

持韧性或放缓，地缘政治风险继续笼罩，

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战争有可能升级，干扰

国际能源市场和供应链运行。有利因素是

国际通胀压力预计进一步减轻，国际电子

产业将呈现复苏，亚洲仍将是全球经济增

长的主要驱动力。这些因素将对新加坡经

济增长造成影响。

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发布的 2023 年四

季度和全年经济调查报告显示，2023 年四

季度，新加坡经济同比增长 2.2％，增速高

于三季度的 1％。经季节性调整后，四季

度经济环比增长 1.2％，略高于三季度 1％

的增长。

分行业看，2023 年新加坡制造业产值

下降 4.3％，而 2022 年增长 2.7％。除了交

通 工 程 ， 所 有 制 造 领 域 的 产 出 都 出 现 下

降；建筑业产值增长 5.2％，高于 2022 年

4.6％的增长率；服务业增长 2.3％，低于

2022 年 5.1％的增长率。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发布的年度报告显

示 ， 2023 年 商 品 贸 易 总 额 为 1.2 万 亿 新

元，低于 2022 年的 1.4 万亿新元。2023 年

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 10.1％和 13.4％。商

品贸易总额下降由石油和非石油贸易共同

导 致 ， 石 油 贸 易 额 相 比 2022 年 下 降

16.3%，非石油贸易额下降 10.5%。

2023 年 新 加 坡 非 石 油 出 口 同 比 下 降

13.1%，主要是电子产品出口下降 19.7%，

非电子产品出口下降 11.1%所导致。企业

发展局预测，2024 年新加坡商品贸易总额

将增长 4.0%至 6.0%。

新加坡经济增长去年陷入低迷的主要

原因在于全球对新加坡出口商品的需求减

弱。可喜的是，从去年各季度的经济同比

表现来看，一季度增长 0.4%，二季度增长

0.7% ， 三 季 度 增 长 1.1% ， 四 季 度 增 长

2.8%，季度经济表现呈现出趋稳向好的复

苏态势。

今年，全球经济形势依然充满挑战和

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主要

经济体伙伴的经济表现起伏，巴以冲突和

红海紧张局势对世界贸易与制造业持续复

苏形成阻碍等因素，将继续对全球经济复

苏造成压力，可能继续抑制外部消费需求

的 复 苏 和 扩 张 ， 进 而 影 响 新 加 坡 的 经 济

增长。

1 月 18 日，东盟与中日韩 （10+3） 宏

观经济研究办公室 （AMRO） 对区域经济

的最新预测显示，尽管全球经济展望充满

不确定因素，但强劲的国内需求、通货膨

胀放缓，以及贸易持续改善，将推动区域

经济增长。预测“10+3 经济体”今年经济

将增长 4.5％，而对新加坡的经济增长预测

则从 2.9％下调至 2.6％。这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新加坡经济欲实现政府预期增长目

标仍将面临不小的挑战。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 预 测 ，

2024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3.1%，全球贸易量

将增长 3.3%。预计部分东盟经济体因全球

电子产品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将回升。新

加坡政府及经济专家预测，新加坡制造业

及贸易相关产业将随着外部需求增加而逐

步恢复增长，尤其是电子及精密工程业；

全球航空及旅游需求持续复苏等，将支撑

新加坡航空业、航空运输、住宿、零售贸

易及餐饮服务业等产业的成长。

制造业迎来转机预示贸易趋好。新加

坡制造业继 2023 年前三季度下滑后，2023

年四季度较 2022 年同期增长 3.2%。这一增

长得益于除精密机械行业外所有集群的产

量扩张。经过季节性调整后，制造业增长

率从三季度的 0.3%升至四季度的 9%。此

外 ， 建 筑 、 批 发 和 零 售 、 交 通 运 输 和 仓

储 、 信 息 和 通 信 、 金 融 、 保 险 和 专 业 服

务、住宿和餐饮服务、房地产等领域均实

现正增长，并将在 2024 年维持增长态势。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

政府将继续维持新元现有升值步伐。新加

坡金融管理局预测，今年经济将增长 1％

至 3％ ， 核 心 通 胀 率 将 降 至 平 均 2.5％ 至

3.5％，整体通胀率为 2.5％至 3.5％，低于

之前预测的 3％至 4％。如果排除消费税上

调 的 影 响 ， 核 心 和 整 体 通 胀 率 预 计 皆 是

1.5％至 2.5％。如果全球经济没有出现进

一步冲击，新加坡经济今年预计走强，但

核心通胀率要到四季度才会逐渐放缓。

新 加 坡 是 高 度 依 赖 贸 易 而 生 存 的 开

放 性 小 型 经 济 体 。 在 经 济 增 长 具 有 较 高

风 险 性 和 脆 弱 性 的 同 时 ， 其 拥 有 的 良 好

法 治 、 营 商 环 境 、 人 才 优 势 和 基 础 设

施 ， 吸 引 着 全 球 资 金 。 与 此 同 时 ， 新 加

坡 政 府 致 力 打 造 航 运 中 心 、 金 融 中 心 等

举 措 ， 以 及 因 地 制 宜 推 出 的 促 进 发 展 政

策 措 施 ， 使 整 体 的 经 济 韧 性 不 断 增 强 。

综 合 来 看 ， 2024 年 新 加 坡 经 济 在 保 持 增

长的同时，欲实现 2%中位数指标以上的

增 长 ， 首 先 取 决 于 国 际 形 势 如 何 变 化 和

全 球 经 济 的 复 苏 状 况 ， 其 次 也 取 决 于 新

加坡自身的应对举措。

寻求共赢才能走出

﹃
双输

﹄
困境

孙昌岳

第 60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

日前落幕。在乌克兰危机持

续、巴以冲突升级的背景下，

多方代表呼吁要加强国际合

作，避免世界走向“双输”。

根据慕安会主办方发布的

《2024 年 慕 尼 黑 安 全 报 告》，

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经

济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许

多国家不再关注全球合作的整

体利益，而是越来越担心自己

获得的相对收益少于其他国

家，世界正面临陷入“双输”

局面的风险。舆论普遍认为，

阵营对抗思维抑制国际合作，

阻碍了全球化的发展，地缘政

治分化日益严重，经济下行和

相 对 收 益 思 维 形 成 恶 性 循

环 ——每个人最终都可能成为

输家。如何破解“双输”困

境，成为本次会议的关注重点。

慕 安 会 创 始 于 1963 年 ，

是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重要

年度论坛之一。尽管会议不是

制定政策和战略的地方，也不

是解决世界面临的所有安全问

题的场所，但却是各国政要、

国际实体和组织举行高级别对

话，增进理解和信任，商讨减

少对抗、化解紧张、应对挑战

和风险的措施，以维护国际安

全环境的重要论坛。

近 年 来 ， 慕 安 会 的 与 会

者界别、安全理念、议题范

围 得 到 拓 展 ， 影 响 力 提 高 ，

成为全球政要交流与合作的

重要平台。正如慕安会主席

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在本

届会议上的致辞中所说，慕

安 会 希 望 通 过 对 话 促 进 和

平，期待与会者能够在围绕

全球各区域冲突和安全问题

的讨论中，为破除当今世界

悲观氛围找到“一线希望”。

回 顾 近 几 届 慕 安 会 ， 从

2022 年的“摆脱无助感”，到

2023 年的“重塑愿景”，再到

今年的“双输”，都反映出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对现状的深度

焦虑。

这些焦虑的一部分，来自于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对经济前景

的担忧。数据显示，过去 30 多年里，七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已

经从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下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而金砖国家的

经济总量则从世界经济总量的不足五分之一增长到了超过一

半，已经超越了七国集团。七国集团的大部分受访者认为，10

年后自己的国家会变得更不安全、更不富裕，经济增长将陷入

停滞甚至衰退。

当前，欧洲经济深陷高通胀、低增长、产业弱化的泥潭，

近期欧盟委员会预测欧盟和欧元区 2024 年经济增长率仅分别

为 0.9%和 0.8%，均比此前预测下调 0.4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欧洲经济问题正演变为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挑战，近期的农民

抗议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地区的不稳定局势，特别是 2024

年恰逢欧洲议会选举及欧盟机构换届，将给未来欧洲内外议程

塑造和行动能力带来影响。

应对困难挑战，合作是唯一的出路，也是最好的办法。克

里斯托夫·霍伊斯根指出，当今世界谁都无法独自解决安全问

题。国际社会必须摒弃旧思路，以开放的心态携手合作。

在国际大家庭中，中国始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建

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面对气候威胁，中国推

动联合国气变大会达成“阿联酋共识”，将用历史最短时间完

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面对人工智能挑战，中国支持在

联合国框架下成立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机构，共同维护人类福

祉。中国的一切行动，都是基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着眼于

如何克服共同面临的挑战。

共同做大蛋糕、破除争夺相对收益的陷阱才是赢得未来的

正确之道。《2024 年慕尼黑安全报告》 指出，美国 2022 年对华

贸易额仍以 531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最新数据也显示，2023

年德国对华直接投资再创新高。在实打实的利益面前，要开放

还是封闭，要对话合作还是你争我夺，其实并不难选。

图为图为 20232023 年年 99 月月 88 日在新加坡拍日在新加坡拍

摄的新加坡星展银行大楼摄的新加坡星展银行大楼。。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20232023 年年 99 月月 55 日日，，在德国慕尼黑在德国慕尼黑，，人们在人们在

德国国际汽车及智慧出行博览会的宝马展区德国国际汽车及智慧出行博览会的宝马展区

参观参观。。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任鹏飞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