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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高层对话再次开启。6月23日，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开幕。中国财
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本轮经济对话将展示两国加强经济合作的意愿和成效，强化中美经济关系是中美两国
整体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互信，为双边关系注入更多积极因素。专家
分析，本轮对话将对大家关注的“老话题”如中美投资负面清单、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等有新推进。

2015年6月24日 星期三2015年6月24日 星期三 财经视野财经视野

聚焦

市 场

观 察

责编：梁益琴 邮箱：hwbjjb@163.com

6 月 23 日，贵州省贵阳市首批 100 辆绿色环保甲醇
出租车正式投放市场运营，标志着贵阳市作为国家甲醇
汽车试点运行城市工作正式启动。据了解，甲醇汽车可
以有效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尤其是PM2.5排放量与普通
汽车相比能降低80%以上。图为新投入运营的甲醇出租
车在启动仪式上亮相。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6 月 23 日，在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梅坪村的
建伟水果种植基地，一个个金黄色的迷你南瓜如同吊
瓜一样，悬挂在立架上，形成一道漂亮的风景。据
悉，该种植基地采用微滴灌等现代高效节水设施，在草
莓采收结束之后套种迷你南瓜、哈密瓜、西瓜等80多亩
经济作物，起到省工省时、节本增效作用，平均亩产
值达5000元。宁文武 王益坤摄影报道 （人民图片）

民营快递业的四大
“掌门人”从这里崛起、
“农村淘宝”全国第一单
从这里发出、乡村老人
的健康被“网上追踪”、
县委党校成了国内县长
们的“电商大学”……

“互联网+”在浙江
桐庐深深融入经济、社
会 各 个 领 域 ， 不 仅 是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和 经 济 突 围 的 主 要 手
段，也成了强化社会管
理和民生服务的支撑。
图为桐庐县麻蓬村的陈
群 （右一） 和弟弟一起
回乡创业，开了农村淘
宝店，生意红火。

新华社记者
王定昶摄

中方不理会“风言风语”

在中美展开对话之际，美国国内却出现各种对华不
和谐音。对此，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就第七轮中美战
略与经济对话向中外媒体吹风时表示，“关于美国国内出
现的各种论调，无论是‘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
还是主张对中国进行遏制，都是错误的、行不通的。中
国不会崩溃，中国将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发展、进
步。中国不会威胁谁、挑战谁，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
道路，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

一些针对中国的风言风语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
酒”。郑联盛指出，美国有舆论称中国经济下行严重，金
融风险加剧等。抛开学术探讨外，这种做法也是在给中
国施加压力，给中美对话制造利于美方的舆论氛围，表
达出中国只有尽快开放资本市场，改革金融，才能缓解
经济问题的言外之意。

“他们是用西方的逻辑看中国的经济问题。实际上，
中国具有自身的优势，比如政策执行更高效。他们是严
重低估了中国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郑联盛说。

其实，争斗只能图一时之快，友好合作才能长远发
展。郑泽光表示，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则双
赢，斗则双输。零和博弈、冲突对抗绝非美对华政策的
正确选项。美国方面应正确看待和适应中国的发展，摒
弃冷战思维，真正欢迎中国的发展壮大和成功，在中国
的发展中找到合作机遇，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防范、遏
制中国上。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
有任何战略误判。

中美经济对话：

“老”话题中有哪些“新”看点
本报记者 罗 兰

负面清单谈判或有新突破

中美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经济问题自然是交
流的重点。朱光耀称，双方将围绕宏观经济政策和结
构改革、促进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三个
专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中美双边投资协议 （BIT） 谈判是两国双边经贸关
系的一个最重要事项。2014年7月9日，在第六轮中美
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文本谈判取
得重大进展。不久前，第十九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在
北京举行，中美两国在此轮投资谈判中，首次交换了
负面清单出价，正式开启负面清单谈判。

针对外界对包括负面清单在内的中美双边投资协
定谈判的猜测，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郑联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美投资协定谈
判是中美对话的核心议题，美国希望中国进行金融改
革，开放资本项目。而当前美国重回亚太，中美关系
复杂，中国因此会审慎对待这一问题。

“估计包括负面清单在内的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会有
新突破。从中国方面来说，BIT对中国经济长远有帮助。
由于目前面临经济下行和改革的压力，中国有可能为推
进协议在谈判时做一些让步。”郑联盛分析说。

美国也希望推进谈判。郑联盛认为，美国需要中
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和资本项目，但他们知道在这方面
中国有自己的底线，不能太强硬，所以，估计美国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妥协，以促进协议
的签定。

美可能支持人民币纳入SDR

人民币是否加入 SDR （特别提款权）
货币篮子也是本轮对话和磋商的关注点。
中国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今年承
认人民币为储备货币，目前 IMF 正就人民
币纳入 SDR 货币篮子进行评估，年内将做
出决定。而在该问题上，美国是个关键因
素。

“对于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美国
原则上支持中国加入，但还会坚持之前

‘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不符合SDR自由使
用货币的标准’的观点，这也是中国 2010
年没能加入SDR的原因。”郑联盛说。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
尚英杰认为，美国不会阻挠中国加入货币
篮子，美方的态度是让 IMF 去审核中国的
人民币是否符合要求。分析师多拉尔称，
考虑到世界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成为全球货
币持支持态度，若美国作出反对或者要求
中国做太多工作都是不够聪明的。

如果中国让步于美国执意的所谓标
准——人民币自由兑换，郑联盛说：“我个
人认为，这其实得不偿失，因为 SDR 只局
限于官方应用，发行量小，受限制多，只
是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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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订单指数站上荣枯线

数据显示，6 月汇丰制造业 PMI 为
49.6，超过了预期值 49.4，也高于 5 月的
终值 49.2，创下了 3 个月来的新高。其
中 ， 新 订 单 指 数 显 著 回 升 ， 从 5 月 的
49.1%大幅上行至 6 月的 50.3%，4 个月以
来首次攀升至荣枯线以上。而产出指数也
从前月的49.3升到此次的50.0，为两个月
的新高。

针对 6月 PMI的表现，汇丰大中华区
经济学家屈宏斌分析认为，数据显示了内
外需情况均有好转，同时价格指数略稳固，
企业亦开始有补库存行为。但就业指数继
续恶化表明经济仍存下行压力，未来政策
需要进一步宽松以巩固经济复苏势头。

而凯投宏观分析师表示，中国的制造
业 PMI预览值数据表明，由于政府采取措
施提振国内需求，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找到
了立足点。外部需求开始有回升迹象，而内
需也由于政府政策的刺激而增加，这将会
使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提升成为可能。

需求端回暖是回升主因

“这次的数据新高当然和前期官方降

息降准等政策相继推出是密不可分的，从
数据特别是环比上看，工业、消费已连续
两个月回暖，但投资增长仍在减速。可以
说稳增长的效果比较有限。未来经济能否
真正企稳回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能
否稳住。”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
员高玉伟对本报记者表示。

随着稳增长政策逐步显效，国内需求
面出现回暖，包括房地产销售面积的持续
增长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的企稳回升，另
外，外需方面二季度美国经济较强的复苏
势头也带来了出口下行压力一定程度的减
轻，这都是需求面有所改善的利好因素。

不 过 ， 经 济 企 稳 的 基 础 并 不 “ 稳
固”。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
分析称，虽然企业有一些增加库存的行
为，但仍然没有达到所谓的底部或者回
暖。回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或者采取一些

更加有力的措施。他认为，“目前看今年
上半年整体的经济还是偏弱，前期实体经
济里面货币政策取得的效果比较有限。
PMI数据显现的经济逐步有所企稳，财政
政策是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

此外，资金成本依旧居高不下，也成
为终端需求无法有效传递到投资端的重要原
因。专家表示，年初以来持续的降息降准并
未带动信贷投放的显著回升，股市和债市
吸收了大量的流动性，使得新增信贷和社
会融资总量延续同比收缩态势，实体经济
要真正“回暖”也面临着较大的资金压力。

二季度增速有望“止跌企稳”

面对当前依然较大的下行压力，“置之
不理”和“放任自流”显然不是可能选项。

高玉伟分析称，由于经济景气度较

低、债务风险上升、利润增速减缓，政府如
果不加力稳增长，经济增速也可能进一步
下滑。“下半年政策的再加码首先将体现在
财政上，主要是加快预算资金投放，督促重
点项目资金使用，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其次
是投资政策上，加快项目审批进度，动态完
善和调整投资工程包，加快重大项目建设；
第三是货币政策上，确保项目资金供给和
流动性稳定，引导中长期利率下降。”

此外，除了需求端和投资端需要“引活
水”，产能过剩下制造业的劳动力要素市场
结构变化也是实现稳增长目标必须考虑的
重要方面。“目前所采取的鼓励农民工返乡
创业、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政策的出
台，都非常具有针对性，有利于促进就业和
实现新增就业目标。”高玉伟表示。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则认为，
二季度经济增速实现“止跌企稳”还是有
可能的。他分析称，“当前积极因素正在
形成和累积，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加
大力度并落到实处，地方政府发债将加快
步伐拉动投资；同时
货币政策也应保持流
动性宽松状态。这些
因素的共同作用或可
使经济增速实现温和
回升。”

采购活动微增现暖意 就业指数下跌显疲态

数据回暖，经济下行压力仍不小
本报记者 宦 佳

最新的汇丰PMI（采购经理人指数）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在6月
份的表现喜忧参半。一方面，总体新订单情况回升，采购活动也出现
小幅上涨，制造业显示出缓慢改善迹象；另一方面，就业指数跌幅较
大，就业市场呈现疲弱态势。专家指出，尽管总体数据有所回暖，但
PMI指数依旧处于荣枯线之下，反映经济的下行压力依旧存在，目前的

“弱企稳”局面在下半年或许还需要政策一定力度的引导。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2日电（李晓玲、李
明） 今年以来，自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入境的中
亚管输天然气达到 943 万吨，贸易额 131 亿美
元。

来自霍尔果斯海关的统计显示，进口天然
气主要来自于土库曼斯坦，共计有900万吨，占
总量的近 96％，其余为原产于乌兹别克斯坦的
天然气。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西起土库曼斯坦和
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穿越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
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入
境，目前已实现了 ABC三线并行，入境后与国
内西气东输二、三线管道相连，可保证沿线4亿
人口的生活燃料供应。

近千万吨中亚天然气入境新疆

本报北京6月23日电（记者王俊岭） 今天
下午，北京市社科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
京 共 同 发 布 了 《中 国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报 告

（2014—2015） 》。 报 告 深 入 分 析 了 我 国 东 、
中、西、东北四大板块的经济发展态势，并结
合国家最新战略布局，对京津冀、长江经济
带、泛珠三角等热点地区做了重点研究。报告
指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心正在向中西部地
区移动，同时各地城镇化差距逐步缩小。未
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推进，固有
的地区利益藩篱将被进一步打破，我国区域经
济发展的格局将得到持续优化。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出炉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记者华晔迪）
国务院国资委 23日公布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
绩考核 A 级企业名单，中海油、中石油、国家
电网等41家中央企业被评为2014年度经营业绩
考核A级，占到全部中央企业约37％。

与往年情况相似，来自军工、电力、通讯
行业的中央企业入围考核 A 级名单最多，其
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
团公司等7家军工类企业入围，国家电网、南方
电网、华能集团等6家电力类企业入围，中国移
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3家通信类企业全部入
围；其余 25 家入围央企则分别来自建筑、商
贸、汽车、铁路、机械、农业等多个行业。

41家央企获国资委考核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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