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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亮眼 预期上调

这一年来，在全球经济仍在努力从危机中复苏的大环
境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表现成为一抹绝对的亮色。数
据是最有说服力的依据。

拉美社注意到，自 9月以来，世界银行、摩根大通银行、
野村证券公司等国际机构纷纷修改了对今年中国经济的预
期报告，认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应在6.7%至6.8%之间。

根据今年3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中国GDP
预期增长目标为6.5%左右。为何近来这些国际机构不约而
同地选择看好中国？拉美社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内
需强劲和出口复苏的带动下，中国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
增长6.9%，这一数字令人振奋。

在近日报道中，英国路透社同样罗列了一组中国经济
的亮眼数据：在电子产品和高科技产品销售强劲的推动
下，11 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 12.3%，这一数据高于此前分
析人士 5.0%的预测值，为 8 个月来最快增速。与此同时，
大宗商品采购推动了进口增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 12月 8
日的消息，中国 11月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17.7%，大大高
于11.3%的预测值，为9月以来最快增速。

“11 月的进口数据显示，我们可能需要上调对中国经
济的展望。”路透社援引英国牛津经济咨询社亚洲经济部门
负责人高路易的观点如是称。该社认为，这些数据或将有
助于缓解外界对于中国增长放缓的担忧。

面对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交出的一张张耀眼成绩单，外
媒不再吝啬自己的赞美。

“大大超出预期”，对于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美国财
经媒体CNBC日前给予盛赞，指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引导
经济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内将
继续稳步发展。

美国 《华尔街日报》 则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中国经济
最新一年的表现。该报称，2017年做空中国经济的投资者
代价惨重，苦不堪言。因为，这是与中国经济向好的大趋
势背道而驰。在临近年尾之际，对于中国经济的全年成绩
单，该报援引经济学家的分析做出一个颇为乐观的判断：
全年至少6.5%的增长目标可轻松实现。

数字经济 动能强劲

可观的数据背后，国际社会讨论更多的，是中国经济的
转型和升级。不少外媒认为，中国经济已由以往追求数量转
为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这是今年 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

大释放的明确信号，也是中国经济步入
新常态的重要特征。

对此，香港《南华早报》称，通过
淡化硬性经济目标，中国未来的增长将
更平衡、更可持续。新加坡 《联合早
报》 也在日前报道中引述专家预测称，
在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高
质量发展将成为主题词。

当然，在外媒看来，中国经济不再
一味追求速度，并不意味着就将失去活
力。恰恰相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
呈现新动能，与技术进步紧密联系的数
字经济正是其中非常强劲的动能之一，
这在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中尤为突出。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刊文指
出，在一些顶尖技术公司的推动下，数
字经济的新领域正在中国快速发展，包
括物联网、虚拟货币、金融技术、人工
智能、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和大数据。此
外，在教育、工业和医疗保健等传统行
业，数字经济也变得日益常见，并带动
这些行业提效增值。

数字经济的浪潮何以在中国如此澎
湃？文章进一步指出，推动中国数字经
济的不仅是风险投资者和消费者，中国
政府也通过“互联网+”政策，鼓励企

业使用互联网来发展和创新，并鼓励投资包含人工智能的
项目。文章还引用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称，中国的数字
经济规模到2035年预计将达到16万亿美元，渗透到整体经
济的48%。

此外，还有外媒敏锐地观察到一个新现象——如今，
在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只在城市可见。

美国 《纽约时报》 在日前的报道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生
动的画面：装满大大小小纸盒的物流货车隆隆地行驶在稻
田之间，穿过乡间小路，越来越深地进入中国广阔的腹
地。该报随后指出，中国的数字化革命、农业技术进步以
及对新公路和铁路进行的几百亿元投资，让中国经济奇迹
的好处正在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这对
中国经济乃至全世界有潜在的长远利益。”

英国 《金融时报》 也认为，数字技术的进步让中国经
济获得全新活力，中国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使中国成为全
球数字经济革命的中心。该报引述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数

据称，全球共有262家“独角兽”企业 （即估值在10亿美
元以上的初创企业），其中 1/3在中国。“这就是数字技术
所释放的经济活力。”

牵引全球 贡献最大

对于全球而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健康发展无疑是
一个重要的利好消息。

2016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 30%，被
外媒称赞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今年，中国依然
是表现最佳的“优等生”。

俄新社日前引述专家观点称，如今，中国将全球发展
与内部发展联系起来，将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牵引船”。

国际贸易就是观察中国“牵引”世界的一个窗口。荷
兰经济政策分析局近日发布统计数据称，7至9月全球贸易
量同比增长 5.1%，增长率创出 6 年半以来的新高。对此，

《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称，国际贸易迅速回春的源头是中
国。自2016年下半年起，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等恢复了增长
势头。通过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政策，新兴市场国家
也与欧洲加强联系。正是这些源自中国的良性循环，使得
即便保护主义风险愈演愈烈，但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
国经济往来依然日趋活跃，全球已经出现摆脱贸易增加率
低于经济增长率这一状态的迹象。

世界银行还有预测称，中美两国将为未来几年世界经
济的增长贡献53%的力量。估计到2050年，中国GDP将占
世界的 40%，成为无可争辩的唯一超级强国，中国将再次
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
可。美国CNBC近日公布的一项面向25国民众的全球调查
显示，美国经济体正逐渐失去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正面形
象，排名位于中国之后。根据民调结果，过去一年中，只
有 4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全球经济事务能发挥“积极影
响”，相比之下，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升至
49%。

不仅如此，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经济”开始成为一个
具有吸引力的名词。许多国家不仅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
车，也希望借鉴中国经济成功的经验。《南华早报》称，巴
拿马正打算“学习中国的铁路技术”。英国《经济学人》也
曾称，越南正在借鉴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2017，中国国际地位增强年”，拉美社日前作出这样
的判断。当然，中国经济的耀眼成绩以及中国带给全球经
济的利好，正是其重要依据。

中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最给力
本报记者 严 瑜

近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发布《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达
到3%，是自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长。其中，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多，约占1/3。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始终保持“最优生”的表现，成绩亮眼。2017年，中国同样没
有让世界失望。频超预期的经济数据、亮点纷呈的增长动能、力度不变的全球贡献，让外媒纷纷感
叹，中国的经济活力令人倍感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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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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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文在寅于 12 月 13 日至 16 日对中国
进行为期 4天的国事访问。14日下午，文在寅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就早日恢复
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进行讨论。

据韩联社报道，文在寅在同习近平举行会谈

时表示，韩中两国是应为朝鲜半
岛、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繁
荣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希望基
于两国领导人的互信与友谊，为开
辟韩中两国的新时代奠定基础。

《韩国先驱报》认为，文在寅 4 天
的国事访问具有很强的经济色彩。
文在寅不仅由史上最大规模的韩国
商人代表团陪同，而且在中国的大部
分时间都安排了与商业有关的活动。

英国《金融时报》14日报道指出，
文在寅访华是为了修复与中国的关
系，并呼吁与强大的邻国开启两国关
系的“新时代”。文在寅率领300名企
业高管组成的代表团进行访问，许多
人希望以此表明两国之间的外交和
商业关系开始解冻。这次访问的目
的还在于让韩国和中国保持紧密的
联系，以解决棘手的朝核问题。

12 月 12 日，美国彭博社刊发题为《文在寅来
访，中国软外交收获成果》的文章认为，文在寅访
华，是中国向外界展示外交政策转变成果的机会，
也是近几周来中国几场重要外交活动中的一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和雄心不断增长，稳
定的外交关系对中国而言变得愈加宝贵。

携手推进中韩关系走出低谷携手推进中韩关系走出低谷

12月1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开启了就任以来的首次中国之
旅，这也是他的第5次中国之行，可见他对中国比较熟悉。此次
访问，实现了文在寅就任7个月来与习近平主席的第3次会晤。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波谲云诡，美朝之间以武力相互威
胁，地区局势高度不稳定，军事冲突风险陡增。在此背景下，
中方高度重视文在寅总统的来访，重视与韩方的战略沟通，希
望在充分考虑双方重大安全关切的基础上，实现中韩关系的转
圜，携手稳定东北亚局势，防止生战、生乱。

韩国方面也非常重视此次访问，希望能实现三大目标：一
是在安全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协商和沟通，通过首脑会晤，增进
双方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共识，协调在重大问题
上的立场，重建政治互信；二是增进双边经济合作关系，出席
中韩经贸论坛，促进在华韩企经营环境的进一步改善，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潮；三是促进中韩两国民心相通，活跃
双边文化交流，增进中韩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当前，在维护半岛稳定方面，中韩需要共同发挥“稳定
器”的作用，通过“三不一限”妥善处理萨德问题，走出双边
关系的低谷。在此基础上，中韩携手敦促美朝双方开展实质性

对话，设法让朝核危机软着陆，避免美朝对撞，结束美朝之间
危险的“胆小鬼博弈”。这是当前中韩最大的共同安全利益之
所在。通过此次首脑会晤，有助于双方达成这一共识。

在经济方面，建交 25 年以来，中韩已经形成了“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相互依存，意味着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珍惜和呵护来之不易的双边关系，避免外部因
素对双边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是中韩两国政府共同的责任。

所谓“外交”，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民相互
友好，民心相通，是双边关系的主轴。中韩两国民众交流密切。
中韩之间有共同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历史。文在寅在到访中国
当天出席在华韩国人座谈会时表示，对于中国人经历的南京大
屠杀这起悲剧，韩国人也是感同身受，他将与韩国人一道以同病
相怜之心向遇难者表示哀悼。我们还注意到，12 月 13 日，韩国
驻华大使卢英敏没有在北京迎接到访的文在寅，而是到南京参
加了中国的公祭仪式。韩国总统访华期间，“为你读诗”微信平
台播放了总统夫人金正淑女士朗读郑玄宗的诗《访客》，拉近了
与中国民众之间的距离。应该说，这是一次非常“用心”“走心”

“暖心”的访问。 （陈秋圆采访整理）

■受访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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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购海外物流公司
受“一带一路”倡议的鼓舞，中国一些大

型企业发起了旨在主宰全球物流行业的努力，
在海外掀起了一股对仓储、货运和其他物流运
营商的收购热潮。

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中国企业在欧洲、
亚洲和其他地区收购物流公司的交易总金额增
加了1倍以上，至322亿美元，高于2016年全年的
129 亿美元。中国企业收购物流公司的地理分
布，也与“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区相吻合。自
2014 年以来公布的 36 宗交易里，有 25 宗发生在

“一带一路”所涵盖的近70个国家。
——英国《金融时报》12月14日报道

图为江苏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公司的集装
箱堆场。 来源：视觉中国

谷歌在华设人工智能中心
12月13日，美国谷歌公司宣布在北京开设一

家新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以利用中国在这个前
景美好的技术领域中的人才储备。除了“硅谷”
总部外，这是继纽约、多伦多、伦敦和苏黎世后，
谷歌在亚洲的首个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北京的研究中心将专注于基础研究，这意
味着中国的人工智能人才在研究能力上与美国
并驾齐驱。新中心的负责人李飞飞在谷歌官网
的一篇文章中写道：“2015年，中国作者贡献了
排名前100的人工智能期刊中43%的内容。”

——法新社12月13日报道

图为 12 月 13 日至 14 日在上海举办的 2017
谷歌开发者大会会场外景。 资料图片

中国商品主导印度市场
仅在 10年内，中国就打造出众多世界级的

跨国公司，并从模仿西方产品迅速成长到与世
界最大的跨国公司进行竞争，而印度市场正是
它们瞄准的对象之一。

中国商品出现在每个印度家庭，并在印度市
场占据主导地位。当印度的制造业仍在挣扎起
步时，中国已壮大为制造业大国。以智能手机制
造商小米为例，它现已成为印度市场的领军者，
并计划进军其他高利润领域。这显示出如今的
中国企业具备同时在多个领域取得成功的能力。

——印度《经济时报》网站12月12日报道

图为日前小米公司在印度发布双摄旗舰手
机。 来源：视觉中国

日前，为欢迎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中国，天安门广场挂上
了中国和韩国两国国旗。 徐经来摄 （人民图片）

日前，为欢迎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中国，天安门广场挂上
了中国和韩国两国国旗。 徐经来摄 （人民图片）

漫画：提升中国经济发展“含金量”。 程 硕作 （新华社发）

图为参观者在贵州贵阳观看“城市网络安全指数”的大数据展示屏。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