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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R

本版责编：邹志鹏 许海林 曹师韵

世界银行近期预测，泰国经济 2022 年将增长 2.9%。

泰国财政部财政政策办公室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

3.5%的水平。惠誉评级分析师认为，受益于私人消费和

旅游业的快速恢复，泰国经济将保持稳步复苏态势。

为稳定增长态势，泰国政府持续出台刺激经济、改善

民生的措施。近期，泰国内阁批准了 2022 年第三个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提案，涉及 29 个府的 1000 多个项目，预算

为 19.43 亿泰铢（1 美元约合 36 泰铢），有望惠及 100 多万

民众。泰国内阁还批准了免税法草案，针对培训、研讨

会、商品展等实施减税，以激发经济活力，缓解疫情冲

击。上述措施自 7 月 15 日生效后将持续到今年底。

泰国政府 7 月 1 日放宽入境措施。据统计，截至 7 月

6 日，泰国今年累计入境游客数量达 200 多万人次，旅游

业累计创收 12.5 亿泰铢。目前每天约有 3 万人次通过素

万那普国际机场入境，预计 10 月将达到每天 6 万人次。

芭堤雅是泰国著名旅游城市，疫情之前每年接待的国际

游客数量有时超过 1000 万人次。“目前，客房入住率在节

假日已接近 80%，国内外游客都多了起来。”芭堤雅海崖

酒店经理塔纳告诉记者。

出口是泰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主要产品包括电

脑设备及配件、汽车及配件、农产品、黄金及珠宝饰品

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朱林 7 月 27 日表示，今年上

半年，泰国外贸出口总额达 1491.8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 12.7% 。 6 月 份 出 口 额 为 265.5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1.9%，实现连续第十六个月增长。其中，中国市场是泰

国出口的重要目的地。今年 2 月 1 日至 7 月 21 日，泰国对

华出口新鲜水果量达 116 万吨，超过去年同期，价值超过

920 亿泰铢。

外商投资增长正为经济复苏注入动力。泰国商业部

7 月 2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6 个月，泰国共批准

284 家外商投资企业，较去年同期增长 7.58%；投资总额

699.69 亿泰铢，同比增长 73.48%，其中 42%的新批外商投

资额流向泰国东部经济走廊。泰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

预计，通过采取促进投资、加大开放力度等措施，下半年

将有更多国际投资商赴泰开展业务，这将助力泰国经济

持续增长。 （本报曼谷 8月 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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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外长会及系列会议通过多项区域合作文件
本报金边 8月 7日电 （记者赵益普）第五十五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

6 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圆满结束，会议通过了约 30 份区域合作文件。

柬埔寨是 2022 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在会

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东盟各国外长回顾了迄今为止在加强东盟共同体

建设、推进区域一体化以及加强东盟与外部伙伴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东盟外

长们还表示将致力于确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实施，以提高东盟对贸

易、投资和全球供应链的吸引力。

第五十五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 7 月 30 日至 8 月 6 日在柬埔寨举行，包

括中国—东盟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东亚峰会外长会和东盟地区论坛外

长会等会议，其间共举行了 19 场不同级别的会议，来自 38 个国家的外长和代表

参加了会议，通过并批准了约 30 份区域合作文件，涉及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和

文化等领域。

受多重因素影响，近年来全球债务不断增长，非洲

等发展中地区债务风险上升。一些西方国家颠倒黑

白、借机炒作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抹黑发展中国家

互利合作。事实上，越来越多研究报告和大量事实表

明，西方私人贷款机构才是多数非洲国家的主要债权

方，它们才是“债务陷阱”背后的始作俑者。非洲有识

之士表示，中国对非投资助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工

业化进程，中国对非贷款有力促进了非洲国家自身能

力建设，增进了当地民生福祉，给非洲人民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好处。

“非洲部分国家被国际
金融资本套上沉重的枷锁”

近期，多份研究报告分析了非洲债务的构成和根

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学者今年 5 月

发布的相关研究报告显示，自 2004 年以来，对冲基金、

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大宗商品巨头等西方债权人

一直是非洲债务的主要来源，非洲国家资金正以债务

偿 还 形 式 源 源 不 断 流 入 欧 美 国 家 。 德 国 弗 里 德 里

希·艾伯特基金会的报告显示，2020 年非洲国家债务中

私营、双边、多边债务分别占比 41%、26%和 33%，西方

私人贷款机构是非洲国家最大债权方。

清 华 大 学 研 究 团 队 日 前 发 布 的《金 融 资 本 的 陷

阱 ：国 际 债 券 对 发 展 中 国 家 主 权 债 务 可 持 续 性 的 影

响》报告指出，西方金融机构最近十几年里在非洲国

家和其他地区大量购买国际债券，使得中低收入国家

债务总量迅速增长。统计显示，2008 年至 2020 年，中

低收入国家发行的国际债券增长近 400%，2020 年达

到 17372 亿美元，占这些国家外债比例超 50%。在中

低收入国家的利息支出中，国际债券利息占 63.2%，远

超传统的双边与多边债务，成为发债国家债务压力的

主要因素。目前已有超过 20 个非洲国家发行了国际

主权债券，数额近 10 年间翻了 5 倍，而同时期双边债

务增长约一倍。同时，国际债券大多以美元计价，在

美元加息周期中，汇率与利息双重上涨显著增加了发

债国的还款压力。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 49 个有数据可查的非洲

国家共计 6960 亿美元外债中，借自多边金融机构和私

人金融机构（不含中国）的合计约占债务总量的 3/4。

英国慈善机构“债务正义”发布的报告显示，非洲国家

35%的外债来自西方私人贷款机构，其总额几乎是中国

对非贷款的 3 倍，平均利率约为中国对非贷款的 2 倍。

“债务正义”政策部门负责人蒂姆·琼斯指出，西方国家

指责中国造成非洲债务危机，这是在转移注意力，西方

多边和私人债权人仍是非洲国家最大债权人。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唐晓阳指出，非洲国

家债券发行激增与危机源于国际金融资本在发达国家

经济低迷时，鼓励推进发展中国家发行欧洲债券，使国

际金融资本能从新兴市场的高速增长中获取高额收

益。面对全球经济下行等多重不利因素，一些经济结

构相对脆弱、抗风险能力弱的国家不得不以更高的利

率发行新债券以偿还旧债，形成了债务负担的“恶性循

环”。“就这样，在貌似公平的市场规则下落入发展的陷

阱，过早透支未来的增长，非洲部分国家被国际金融资

本套上沉重的枷锁。”唐晓阳说。

“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
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抹黑中国
的工具”

中国一直秉持正确义利观处理借贷、缓债等问题，

将真实亲诚等原则切实落到实处，受到非洲有关国家

肯定和欢迎。中国积极落实二十国集团（G20）缓债倡

议，同 19 个非洲国家签署了缓债协议或达成了缓债共

识，是 G20 成员中缓债金额最多的国家。对于疫情特

别重、压力特别大的国家，中方同有关方一道，通过个

案处理的方式提供债务减缓方面的支持。中国已宣布

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重债穷

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 2018 年底

到期未偿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中国宣布免除 15 个非洲国家到 2020 年底的无息贷

款债务。

在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的行列中，债权占比

最大的西方私人金融机构却处于缺位状态。蒂姆·琼

斯表示，西方私人贷款机构大量借债给非洲国家并收

取更高利息，但在帮助非洲国家减缓债务压力上鲜有

作为，“非洲所欠外债中它们的比重最大。它们不参加

G20 提出的缓债倡议，怎么可能达成有效的债务解决

方案？”塞内加尔经济学家萨姆巴分析指出：“在非洲国

家的债务减免问题上，西方国家政府应敦促私人金融

机构参与到债务重组计划中，而不是攻击中国。”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所长卡格万加指出，西方

自身手握更多非洲债务，并且利率比中国提供的高得

多。“西方国家唯恐非洲国家得到发展所需的资金和资

源、脱离了‘控制’，因此急于给中国贴上‘债务外交’

‘新殖民主义’等标签。”

肯尼亚里亚拉大学学者贝亚特丽斯·马蒂里—迈

索里表示，研究数据清楚表明非洲外债主要来源于西

方，“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抹黑中

国的工具，与非洲债务结构的真实情况毫无关系”。

“西方国家并非不清楚非洲债务的真正来源，而是

在利用话语权优势诋毁中国。”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

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指出，破坏中国形

象、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是西方国家惯用的伎俩。“越

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西方私人贷款机构才是非洲国

家背负重债的始作俑者。”

“中国向非洲提供融资是
真心实意帮助非洲国家发展”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方利用各类资金支持

非洲新建和升级 80%的通信基础设施、超过 1 万公里铁

路、近 10 万公里公路、200 多所学校、80 多个大型电力

设施、近千座桥梁、近百个港口和机场，还援助建设了

130 多个医疗设施、50 多个体育馆。“中国向非洲提供融

资是真心实意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卡格万加表示，“贫

困、发展停滞对非洲来说才是真正的负担。”

中国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增强了非洲国家的“造血”

能力。中企融资并承建的肯尼亚蒙内铁路，不仅每年

盈利足以支付贷款本金、利息及运营成本，更是成为当

地经济发展的动力，对肯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1.5%，累

计直接和间接创造就业岗位 4.6 万个。肯尼亚南南合

作智库负责人斯蒂芬·恩德格瓦表示，中国对非洲国家

的贷款都用于实施具体项目，落到了实处，能够使当地

人民受益。“非洲国家能够明辨是非，不会被西方编织

的谎言蒙蔽。”

马蒂里—迈索里说，过去 20 年，中国大量资金高效

投入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非洲国家互联互通。

“这对实现非洲一体化以及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愿景

非常重要。”

非盟委员会前副主席姆温查认为，共建“一带一

路”是开放的倡议，非洲大多数国家都积极参与其中并

因此受益。“西方国家应当摒弃冷战思维，将目光聚焦

到真正值得关注的议题上。”

研究数据清楚表明，非洲外债主要来源于西方，非洲有识之士表示—

“西方私人贷款机构才是非洲国家背负重债的始作俑者”
本报记者 邹 松 闫韫明 尚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