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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降速领跑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放慢前行的脚步，曾高速发
展的中国经济也步入减速换挡的“新常态”。报告认为，
中国正面临陷入“经济转型综合症”的时代挑战。虽然
在转型过程中遭受各种阵痛，但中国经济仍以强劲增长
领跑世界经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一鸣认为，经济增速放缓不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出
现明显减弱，中国仍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领跑者，保
持中高速增长具有良好基础。

事实上，中国经济在多年发展中以巨大需求和产
出，对贸易伙伴国给予经济发展和就业方面的帮助。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总结
说，从 2001 年-2011 年 10 年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在
7500亿美元，给中国的贸易伙伴每年制造出1400万的就
业机会。中国的廉价产品也为其他贸易伙伴带来了巨大
好处。中美贸易10年间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大概6000亿
美元，每一年使得每一户欧洲家庭大概可以节省 300 欧
元。

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投资走出去步伐也
越来越加快，带动了世界经济增长。“中国在海外投资创
造了一些奇迹。最近国际舆论谈的最多就是非洲经济的
增长，可是如果没有中国在非洲巨大的投资，今天的非

洲可能还是被遗忘的角落。”丁一凡说。
根据最近国际组织的估计，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约 27.8%，是当年对世界经济增长
贡献最大的国家，美国当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
15.3%。

全球经济低位企稳

经过长时间低迷徘徊后，当前世界经济在低位运行
中逐渐企稳。“2014 年世界经济维持了上年度的缓慢复
苏，同时经济增长格局分化显著。”社科院报告认为，全
球劳动力市场总体改善，物价稳中有降，部分经济体开
始面临通缩风险。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滑，贸易进入低
速增长通道，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亦缺乏动力，债务水平
仍处于高位。

从主要经济体国家情况看，“美国经济复苏巩固，欧
元区经济低位运行，日本经济与其增长目标相差较远，
进而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巴西和俄罗斯经济
出现大幅下滑，中国增速放慢但仍维持较高增长速度，
印度经济增速则有所提升。”该报告指出。

据预测，2015 年全球贸易增长率在 3.5%-4%之间；
美元短期内升值，欧元和日元短期内贬值应是高概率事
件，而人民币双向波动有可能成为常态；新兴经济体成
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拉动力量，而巴西、阿根廷、

土耳其“蝙蝠三国”有可能面临最严重的外部冲击。

继续拉动全球经济

社科院报告认为，2015年全球经济复苏大幅回暖的
概率较小，相比2014年，经济增速基本持平或小幅上扬
的可能性较大。

虽然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比
如人口红利衰退、储蓄率出现拐点、潜在增速下滑等，
但中国仍具发展优势和潜能，2015年仍将是拉动世界经
济的主力。国际权威机构和学者对此形成共识。

“2015 年经济，中国跑在首位！”奥地利 《皇冠报》
引述维也纳高等研究所的新报告称，全球经济2015年表
现最出色的地区是中国、东欧和美国。

德国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卢夫斯·里德尔认
为，中国还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产业优化升级会产
生巨大需求，有利于中国以内需为引擎拉动经济，推动
世界经济复苏。中国重点实施的“一带一路”等发展战
略，也有利于欧亚经济圈。此外，美国经济高速增长，
欧元区经济小幅度复苏，也反过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仍领跑世界，虽然有许多新问题，但潜力
巨大。美国经济正在复苏，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好的消
息，欧美国家对中国市场依赖也将越来越强。”维也纳高
等研究所所长克里斯蒂安·科斯尼克表示。

对外投资带动增长 产业优化释放潜能

中国仍将为全球经济“第一推手”
本报记者 罗 兰

●财政“新常态”需更精准定位

所谓新常态其实中国经济从总体来讲，更
应该从数量型的扩张转向有质量的提升，所以
财政政策也应该由原来的粗放性增长，特别是
由财政收入高增长而向中高增长，更加注重对
于实体经济的精准支持。在加大财税体制方
面，要达到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均衡，进入集约
化财政政策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
研究员张茉楠表示。

●审计有助“新常态”指标落实

审计监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只有通
过严格的审计才能防止两种情况，一个是虚
报，第二个是中间可能会挪用民生的资金支出
或者因挪用而导致腐败。在新常态这个基本的
口径下面，审计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关键还是
看审计能否确定新常态各项指标真的落到实
处，把短期的绩效与长期的发展结合起来。

——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
说。

●富农的基础是权责利清楚

工商资本农业的龙头企业直接经营农户承
包地这种方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农业经营
的主流、主体的模式。而是可以在流转的时
候，农户以经营权入股，企业投入现代生产要
素，最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成为一种利益
共同体。这样做的前提是产权明晰，权责利清
楚。此外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所作为，进

行动态的监管，引入
制衡的机制等。

——中国社会科
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张晓山认为。

（宦 佳辑）

虽然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中国仍以独特优势和潜力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前发布的《2015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指出，2015年，在美、欧、中、日四大经

济体中，中国和美国将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而中国仍极可能延续过去多年的惯

性，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1 月 1 日拍摄的石头口门水库
冬捕现场。

当日是元旦，为在 2015 年开
年之际讨个“年年有余”的好彩
头，渔民们在吉林省长春市石头
口门水库举行冬捕活动。

新华社记者 王昊飞摄

新年捕鱼新年捕鱼
年年有余年年有余

走低因市场需求导致

自去年 11 月初开始，人民币兑美元
汇率便开始了震荡下跌之旅。随着周三
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价报收于 6.2040，
2014 全年人民币汇率收跌已成定局。目
前，人民币最新汇价维持在6.207附近。

如何看待当前的汇率走势？专家指
出，美元走强、年末购汇需求略占上
风、市场因假期效应交投清淡等因素，
是近期人民币汇率在价格震荡走低的主
要原因。“一方面，在页岩气革命带动

下，美国经济复苏提升了市场对美元的
信心；另一方面，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明
显减少了美元的供应。这就造成今年以
来美元重归强势而一些新兴国家货币需
求反而走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
研究员张焕波告诉本报记者，从长期
看，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提速后，人
民币实际上已经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
一段时期内回调是完全正常的市场现象。

“微观上看，汇率是货币市场供需关
系的反映；宏观上看，汇率反映了货币母
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
速处于换挡期，但客观上仍处于中高速。
与此同时，经济体量的增大也意味着增速
低时经济的绝对增长量却不一定低。因
此，理论上人民币还有每年2%~3%的潜在
升值空间。人民币汇率出现波动甚至下
跌，就判断人民币进入贬值趋势，显然
是言之过早的。”张焕波说。

未来仍面临贬值压力

高盛分析认为，2015 年政策或将继

续放松，形成对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压
力；瑞银证券预计，人民币对美元的汇
率将在今年年底下探至 6.35 左右；摩根
大通也指出，2015 年人民币兑美元将在
6.1~6.3的区间内波动。

专家表示，分析人民币贬值压力还
需着眼于实体经济。“从长期看，人民币
国际化、币值坚挺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中国还存在产能
过剩、房地产等传统行业疲软等情况。
虽然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必经之痛，但这期间实体经济的状态也
不可能支撑一个非常强势且大幅升值的
人民币。”张焕波说。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一段时间内
走低也并非没有好处。例如在当前外
贸疲软的情况下，人民币适度贬值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出口企业的用工
成本支出，从而稳定一部分劳动密集
型出口企业的就业。”张焕波建议，面
对人民币贬值压力要像面对新常态下
经济增速降低一样，应理性看待，不
宜盲目悲观。

继续双向波动可能性大

今年人民币走势将何去何从？市场
人士普遍预计，在美元走强趋势明确的
背景下，考虑到中国贸易顺差高企、外
汇储备丰富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
速、中间价保持稳中偏强等因素，人民
币出现趋势性贬值的概率较小。未来，
人民币将更多呈现出升贬交替、波幅加
宽的双向波动走势。

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刘
东亮指出，一方面，目前人民币对美元
并未有效跌破 6.2这一关键支撑且部分跨
境套利资金因急于平仓或锁定敞口；另
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出
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基本打消了依靠大
幅贬值来刺激出口的可能。而“一带一路”
和“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等战略
的实施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环境，这进一
步压缩了人民币贬值的空间。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离
岸市场人民币交易将持续增加。这意味
着过去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需要换外汇
而现在则可以直接以人民币投资结算。
对人民币的需求也将大幅提高。”张焕波
分析，人民币在迈向国际化的同时，也
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市场力量博弈的战
场，随之而来的“唱多”、“唱空”乃至

“做多”、“做空”势必增加，宽幅的双向
波动或将成为 2015 年人民币汇率的“新
常态”。

年末购汇意愿强劲 升贬交替波幅加宽

人民币不会出现趋势性贬值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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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快 递

近期，人民币汇率走势引

起了各方广泛关注。本周二早

盘，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大

幅低开后快速下探至 6.2362，

创 2014 年 6 月 26 日以来的新

低。随着2014年最后一个交易

日的结束，人民币全年收跌

2.48%，为 5 年来首次年度下

跌。专家指出，国内经济提质

换挡、今年年末市场购汇意愿

强、美元走高等因素是造成当

前走势的主因。尽管未来人民

币仍将面临一定贬值压力，但

继续保持双向波动态势将是大

概率事件。

中国信保对GDP贡献率达5.7%
本报电 （记者尹晓宇） 截至 2014 年 12 月 23

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今年短期出口信用保
险承保金额达到3371亿美元，同比增长9%，风险
保障覆盖了222个国家 （地区）。

去年12月30日，中国官方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
职能履行评估报告也首次发布。报告显示，我国官方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对外贸
易发展、经济增长和就业等方面。2013年，“中国信保”
通过履行政策性职能全年拉动出口金额超过5200亿
美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23.9%；信用保
险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5.7%；当年
出口信用保险拉动就业超过1400万人。

新疆民航安全飞行60年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月1日电（记者符晓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3 时 20 分，乌鲁木齐地窝堡国
际机场 2014年最后一班航班——昆明飞往乌鲁木
齐的CZ6950安全落地，至此，新疆民航实现了60
年运输飞行安全记录，成功刷新全国民航目前保
持的最高安全纪录。

在 60年安全飞行历程中，新疆民航已从“航线
不出疆”跨越成为“连接丝绸之路的空中通道”。如
今新疆共有15座在用机场，是全国民用机场数量最
多的省区，开通航线184条，航线遍及15个国家、25
个国际（地区）城市、56个国内城市，基本形成了“疆
内成网、东西成扇、东联西出”的开放性航线网络。

四川通关实现再提速
本报电（记者罗兰） 日前，成都海关与四川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关检“三个一”合作正式在四川省实现覆盖。

成都海关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此举是支持四
川外贸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以前先报检后报关的
串行的两次申报模式变成了现在关检并行的“一
次申报”模式，实现了关检电子数据的单一窗口
操作，减少了企业数据录入时间和潜在数据录入
错误几率，每集装箱的候查时间平均减少一半，
还节省了吊箱、开箱等费用，成为成都海关探索
通关一体化改革中的重大进展。

大理建公共服务经费保障制
本报电（尚京云、杨仁熙、王正明） 云南省

大理市已投入千万余元建立基层公共服务经费保
障制度。今年，大理市以构建市、乡镇、村 （社
区）、组四级服务体系为抓手，进一步加强基层党
组织队伍建设。目前，已投入经费 1418万元，建
立起稳定的基层公共服务经费保障制度。 为了确
保基层公共服务经费用于基层，在全市推行“1+X”
党员联系群众制度，推动人、财、物向基层倾斜。
同时，以政务服务中心为重点，强化人员管理、
规范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推动政务服务向
基层延伸，构建社会服务“零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