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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惠精神推进中美经贸合作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预测

—
—

未来全球就业形态加速演变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梁

桐

多重因素扰动亚太股市前景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蔡本田

近期，中美经贸互动不断。中美经贸

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围绕落实中美元首

重要共识，同意继续稳定中美经济关系。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应约会见美

企负责人，欢迎外企抓住中国市场机遇。

与此同时，1300 多家中企赴美参加美国拉

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两国科技企业合作

成果引人注目⋯⋯一系列互动让国际社会

期待，中美将携手承担更多大国责任，为

全球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生命力。

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既关乎两国人

民，也关乎人类前途命运。这是由两国的

体量决定的，中美两个大国经济总量超过

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总数占世界近四分之

一、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建交 45 年

来，两国贸易增长了 200 多倍，双向投资

存量超过 2600 亿美元。双方大规模的经贸

往来，不仅为各自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

益，还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外溢效应，带动

相关国家原材料出口、中间品生产以及服

务业发展，提升了全球价值链效率与效

益，实实在在利好全球经济。

面对全球性挑战，中美携手合作也成

为解局的关键。两国曾在 2008 年通过双

边、多边等合作渠道，将世界经济拖出国

际金融危机的泥潭；两国曾共同阻击埃博

拉病毒，帮助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改善

公共卫生体系；两国曾协力促成 《巴黎协

定》 的签订，对国际气候合作制度作出安

排。过去一年，中美在禁毒、执法、气候

变化等领域进一步推进务实合作，在联大

相互联署各自有关人工智能的决议，再次

充分证明只要中美合作，就可以办成许多

大事好事。

中美合作也许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中

美合作是万万不能的，逐渐成为两国各界

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秉持着命运与共

理念，中国始终以对历史、对人民、对世

界负责的态度发展中美关系，始终坚持相

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引领

双方不断实现对话合作与战略沟通。在中

方引领下，两国通过磋商确定了中美关系

的一些指导原则，恢复和新建了 20 多个沟

通机制，为积累互信与合作创造了更多有

利条件。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历经了一些跌宕

起伏，但也保持了总体稳定。中美两国绝

大多数企业和民众用脚投票，证明一些西

方学者预设的“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历史

宿命。回首 2024 年，前 11 个月中美贸易

额为 6244.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在

中国举办的进博会上美国企业参展总面积

最大，链博会上参展美国企业数量在境外

参展商中居于首位，众多美国企业高管频

繁来华访问，中美工商界在你来我往中开

拓机遇、相互成就。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双方

团队通过磋商确定了中美关系的一些指导

原则应予以坚持。一边要沟通、谈合作，一

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只会损害

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未来，中美双方应以慎

重的态度管控分歧，以互惠的精神推进合

作，进一步探寻新时期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

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 郭 言

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 《2025

年未来就业报告》 指出，随着全球

技术、经济、人口结构和绿色转型

等领域发生趋势性变化，劳动力亟

需升级技能才能做好准备。

全球就业总量增加伴随结构调

整。技术进步、人口结构变化、地

缘经济形势紧张和经济压力作为关

键因素，正在深刻改变全球各行各

业 的 就 业 情 况 。 报 告 预 计 ， 到

2030 年，将有 22%的就业机会面临

变革，新创造 1.7 亿个工作岗位，

而 被 替 代 的 工 作 岗 位 数 量 将 达

9200 万个，就业机会净增 7800 万

个。报告指出，到 2030 年，农场

工人、送货司机和建筑工人等一线

职位的绝对需求增长最快，专业护

理人员等护理职位和中学教师等教

育类职位预计也会迎来大幅增长，

而人口结构趋势将推动基础性行业

的职位需求增加。与此同时，人工

智能、机器人和能源系统，尤其是

可再生能源和环境工程的发展，将

提升这些领域的专业职位需求。相

比之下，出纳员和行政助理等职位

属于减少最快的职位。另外，随着

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重塑就业市

场，平面设计师这类职位或将快速

减少。

技术发展等因素对就业影响深远。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正

在重塑商业模式，全球一半的雇主正在瞄准人工智能催生的新

机会，计划调整业务方向。在应对这些变化的过程中，最为常

见的举措是升级员工技能，有 77%的雇主正计划照此行动。同

时，随着人工智能实现了一些任务的自动化，41%的雇主计划

缩减员工规模。近半数雇主可能会将员工从易受人工智能影响

的岗位转移到其他业务部门，这样既可以缓解技能短缺的问

题，又可以降低技术转型的人力成本。面对新兴技术的快速发

展，企业主管、决策者和工作者需要携手合作，确保劳动力做

好准备迎接变化，同时降低各行各业和各个地区的失业风险。

除技术之外，经济、人口结构和地缘经济形势的转变也为就业

带来了巨大变动。报告预计，尽管全球通胀形势有所缓和，但

到 2030 年仍将有 600 万人因价格压力和经济增速放缓而失业。

而面对紧张的地缘政治形势，部分企业计划通过离岸外包和企

业回流战略应对，同时，这些压力也增加了对网络空间安全等

技能的需求。

劳动力技能差距仍是主要转型障碍。报告研究了 1000 多个

公司的数据，发现劳动力的技能差距仍是当前企业转型的首要

障碍，有 40%的工作技能将会发生改变，63%的雇主已经将技

能差距列为其面临的关键障碍。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网络空间

安全领域的技术技能需求预计将出现快速增长，但创造性思

维、韧性、灵活性和敏捷性等人类技能仍然至关重要。这两类

技能的组合在快速变化的就业市场上将愈加重要。世界经济论

坛工作、薪资和就业创造总负责人提尔·勒博德表示，“生成式

人工智能和快速技术变革等趋势正颠覆各行各业和就业市场，

既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影响深远的挑战。当前，企业

和政府应当通力合作，开展技能投资，打造公平且有韧性的全

球劳动力”。报告指出，如果全球劳动力是 100 人，那么有 59

人将需要在 2030 年前进行技能再培训或技能升级，但其中有 11

人不太可能接受培训，这意味着全球将有 1.2 亿多名员工面临

中期裁员风险。

亟需采取行动加强劳动力技能升级。报告指出，为了适应市

场的巨大变化，政府、企业和教育部门亟需采取集体行动。重点

行动领域包括消除技能差距，投资开展技能再培训和技能升级培

训，构建便捷路径，培育快速增长的工作岗位，培养适应需求增

加的各项技能。通过优先实施公平包容的劳动力转型战略，并为

员工提供支持，各利益相关方将能打造有韧性、适应性强的全球

劳动力，帮助他们为未来的工作岗位做好准备。世界经济论坛为

了应对有关挑战，发动了“就业”和“技能再培训革命”两大倡

议，“就业”倡议携手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帮助员工应对充

满变化的就业转型，改善就业质量，并发挥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

潜力；“技能再培训革命”倡议则旨在到 2030 年为 10 亿人提供更

好的教育、技能和经济机会，为劳动力转型提供可拓展的解决

方案。

2024 年，亚太多数国家股指上行，总

体交投活跃、量价齐升。展望 2025 年，大

多数投资机构及经济分析师认为，尽管亚

太股市整体延续上行态势的概率较大，但

仍面临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美新一届政府

加征关税、借贷成本高企等诸多不确定

因素。

全 球 经 济 将 在 风 雨 兼 程 中 趋 稳 向

好。对于 2025 年全球经济增速，主要国际

机构预测数据不尽相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预测为 3.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

计为 3.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预计为

2.7%，世界银行预计为 2.6%。今年 1月 9日，

联合国发布的旗舰报告《2025 年世界经济

形势与展望》预测，2025 年世界经济将增

长 2.8%，与 2024 年持平，全球经济增长仍

将受到负面因素抑制，中国经济预计将会

实现稳定增长。多数国际组织及投资机

构分析认为，今年全球经济将继续呈现复

苏态势，但同时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

挑战，经济增长与去年相比较可能会持平

或略微好于去年。

美国股市对亚太股市具有重要影响。

鉴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在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美联储此前连续激

进加息的背景下，全球投资者为躲避风险，

纷纷选择投资美国金融市场。美国洛克菲

勒国际公司主席鲁奇尔·夏尔马指出，美国

公司目前已占据全球主要股指近 70%的份

额，而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比例仅为 30%。

英国经济学家迈克·罗伯茨撰文说，美国股

市目前主要由 7 家大型科技公司支撑，其他

大部分公司都表现平平，利润预期与实际

相去甚远，这一泡沫随时可能破灭。

日本股市在 2025 年仍面临外部风险。

过去一年，尽管日本经济复苏乏力，但其股

市表现依然强劲。日本股市 2024 年经历

“过山车”，8 月初，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

暴跌超 12%，并引发全球股市“黑色星期

一”。年末却创下收盘新高，日经 225 指数

上涨 6430.37 点，同比增长近 20%，东证指

数也上涨超 17%。推动股市增长的原因，

主要是日本企业改革成效的预期持续提

升，企业盈利增长，货币政策调整以及日元

贬值等因素。2025 年，美国新一届政府的

关税政策、货币政策难以预测，将给日本经

济前景及资本市场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印度股市将得益于利好因素持续走

强。2024 年，印度 Nifty 50 指数和 Sensex

指数同比分别上涨 8.8%和 8.2%，实现连续

第九年上涨。这主要得益于印度国内机

构投资者的支持，以及印度执政党重新执

政后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印度本财年

（2024 年 4 月至 2025 年 3 月）经济预计增长

6.4%，虽然不及政府预期，但随着政府将

推出多项经济改革政策，企业盈利预期增

加和降息预期的增强等，股市表现预计将

稳中向好。

东盟国家股市表现分化。去年，新加

坡吸引大量海外资金流入，加之下半年推

出“救市”措施等，推动海峡时报指数 2024

年累涨 16.89%；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好于预

期，富时综合指数 2024 年累涨 12.94%；越

南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和贸易活动增加

等 ，越 南 证 交 所 指 数 2024 年 累 计 上 涨

12.11%，越南胡志明证交所 30 指数 2024 年

累计上涨 18.85%；菲律宾马尼拉指数累计

上涨 1.22%。泰国 SET 指数下降 1.10%，印

度尼西亚综合指数下降 2.65%。2025 年，预

计印度尼西亚经济实现较快增长，马来西

亚、越南、泰国和新加坡等东盟主要成员国

的经济增长前景总体乐观，不少投资机构

继续看好东盟股市。

澳大利亚股市表现良好但前景谨慎。

去年，澳大利亚股市表现显著好于经济增

长数据。S&P/ASX 200 指数上涨 7.49%，

连续第二年实现正增长。而其全年经济表

现 总 体 疲 软 ， 经 济 增 速 约 为

1%，远低于市场预期。全球经济放

缓及外部需求下降，国内通胀居高不

下，矿产和能源出口减少且价格波动等

因素，导致澳大利亚去年经济表现欠佳。

2025 年，澳大利亚经济是否能够趋稳向

好，或出现明显反弹，不同国际组织和投

资机构看法不一，对其股市表现也持谨慎

立场。

韩 国 股 市 在 下 跌 阴 影 下 前 景 黯 淡 。

2024 年，韩国综合指数下跌近 9.63%，收

于 2399.49 点，成为亚洲市场表现最差的

股市，与 2023 年 18.73%的强劲上涨形成

鲜明对比。造成韩国股市下跌的原因有

多 方 面 。 一 是 经 济 增 长 失 速 ， 不 及 预

期。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因素给经济带来

的冲击，如外部需求放缓导致出口减少

等。二是国内政治不稳定，政策不确定

性等因素加剧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并涌

向 美 股 。 三 是 企 业 盈 利 减 少 。 2025 年 ，

韩国政府将经济增速下调为 1.8%，悲观

的 经 济 前 景 预 期 可 能 进 一 步 拖 累 股 市 。

韩国 《朝鲜日报》 社论说，经济增速下

滑、内需低迷已致韩国经济基本面脆弱

不堪，在此情形下能否扛住新一届美国

政府加征关税冲击，前景黯淡。韩国 KB

证券调查本部部长金尚勋表示，韩国政

坛 曾 在 2004 年 和 2016 年 出 现 过 弹 劾 危

机，当时，金融市场均受波及，出现大

幅震荡，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只有政

治问题得到解决，经济指标才能回归正

常，因此需尽快消除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2024 年，亚太股市虽然面临着多重不

确定性的压力，但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

整 体 表 现 良 好 。 数 据 显 示 ，摩 根 士 丹 利

资 本 国 际（MSCI）全 球 指 数 上 涨 17.1% 。

其 中 ，MSCI 发 达 市 场 指 数 上 涨 18.9% ，

MSCI 新 兴 市 场 指 数 上 涨 6.8% 。 在 人 工

智 能 热 潮 和 半 导 体 科 技 股 等 推 动 下 ，全

球 股 市 呈 现 发 达 市 场 领 涨 、新 兴 市 场 积

极 跟 进 、股 市 上 涨 胜 于 经 济 增 长 基 本 宏

观面表现的局面。

展望 2025 年的亚太股市，其表现将主

要取决于几个方面：一是中美两大经济体

的经济表现。二是地缘政治博弈形势是继

续加剧还是趋于相对缓和。三是美新一届

政府加征关税立场是否发生变化和落实到

何种程度。四是东盟、日本、印度、俄罗

斯、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韩国和

印度尼西亚等主要经济体的表现。五是人

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大数据等科技

力量的发展情况，这将会是推动股市成长

的主要动力。

中国是格林纳达的朋友和榜样
——访格经济发展部长安德鲁斯

新华社记者 赵 凯 李 欣 王林园

“中国永远是格林纳达的朋友，也是格林纳达

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榜样。”格林纳达经济发展、

规划、农业和土地、林业、海洋资源和合作社部长

伦诺克斯·安德鲁斯日前在格首都圣乔治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安德鲁斯和中国缘分颇深，早年他在古巴求

学时，就同中国在古留学生结下友谊。中格复交

以来，安德鲁斯多次访华，还亲自参与了双边重点

合作项目的协商工作。

在中格复交 20 周年之际，安德鲁斯表示，格中

关系不断深化，惠及两国民众，他对两国关系现状

表示满意。展望未来，格中关系只会变得越来越

好，并将持续向上发展。

安德鲁斯说，格中合作项目具有长远影响，不

仅助格改善民众生活、促进减贫事业，更为格未来

发展奠定基础。他举例说，中国援格林纳达低收

入住房项目改善了格民众居住环境；中国援建的

格国家体育场提升了格体育水平和国际形象，促

进旅游业和经济发展；得益于中方优惠贷款和中

企高质量建设，格林纳达圣乔治机场获全面升级

改造，为格提供更多就业和发展机遇。

据安德鲁斯介绍，格林纳达经济发展结构单

一，易受气候变化灾害和外部冲击影响，发展农业

有利于增强格经济韧性。他表示，中国援格农业

技术合作项目为此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专家为当

地带来了优质种源和各类农业设备，长期为格农

民进行技术指导，帮助格增加蔬菜粮食产量，提高

格抗风险能力。

“中国确实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我非常钦

佩中国的发展模式。”安德鲁斯说，中国不仅高度

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还高度关注技术发展，

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我们要向中国看齐，中国是

我们学习的榜样”。

谈及对中国的印象，安德鲁斯说，中国的现代

化发展水平令人震撼，人人受益。中国人民热爱

祖国，勤劳且创造力强。安德鲁斯表示，中国独

特、多元的文化非常宝贵，他自小就爱看中国电

影，其中表达的励志理念和爱国主义情怀对他和

许多格林纳达人都有着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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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人口结构

变化、地缘经济形势紧张

和 经 济 压 力 作 为 关 键 因

素，正在深刻改变全球各

行各业的就业情况。人工

智能正在重塑商业模式，

劳动力的技能差距仍是当

前企业转型的首要障碍。

2024 年 8 月 6 日，行人走

过位于日本东京的电子股指

显示屏。

新华社记者 岳晨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