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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支撑平稳增长

2018 年夏天，因为世界杯的激情
更加火热。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比赛
中，场地周边不断变换的中文广告牌
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事实上，这一
次，1/3 世界杯首席合作伙伴来自中
国，创下了中国的纪录。最近两次世
界杯比赛中，中国首席赞助商数量与
美国相当。

这一现象引起了欧洲稳定机制秘
书长卡林·阿内夫·扬瑟的兴趣。他近
日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
刊登了题为 《世界杯完美凸显了全球
经济实力向中国倾斜》的文章。

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早已成为世
界津津乐道的话题。7月16日，中国经
济半年报再次吸引世界目光。

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公布，今年上半年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8%，其中二季
度增长 6.7%，连续 12 个季度稳定运行
在6.7%—6.9%的中高速区间。

“中国经济正在平稳发展。”美国
《纽约时报》 网站文章指出，中国政府
报告，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 6.7%。
这个数字与过去两年半以来中国每个
季度公开的增长速度非常接近。这一增
速让中国恰巧处在全年增长速率约
6.5%的目标中。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感慨，第二季度
整体增长率令人难以置信的平稳。不
过，第二季度相对强劲的表现其实并不
意外：尽管出现贸易摩擦，中国出口依

然保持稳定，而且随着冬季控污染措施
在3月结束，国内工业活动也受到提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认为，中
国政府设定了全年增长速率约 6.5%的
目标，最新数据说明，中国正在向着
这一目标稳步前进。

世界银行驻华高级经济学家米莉
莎表示，中国经济在过去几个季度一
直保持着韧性，这支撑着中国经济的
强劲增长。

消费渐成“顶梁柱”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认
为，中国经济在运行平稳的基础上，
上半年还有结构优化升级，动能加快
转换和质量效益提升等几大特点。消
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成为国际舆论关
注的一大亮点。

中国经济半年报显示，消费对中国
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在不断地巩固，
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8.5%，比上年同期提高14.2个百分点。

英 国 《卫 报》 网 站 文 章 就 注 意
到，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今
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
度是 9.4%，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增长
9.8%，二季度增长9.0%。

《纽约时报》 网站文章指出，在经
济放缓时期，中国成功令其消费者提
振不景气的状态。随着日益壮大的中
国中产阶级购买更多汽车、智能手
机、电器、乳制品和各种其他商品，
零售业开始蓬勃发展。

这对世界而言无疑也是一个好消

息。“中国人的消费规模已经变得如此
庞大，以至于中国成为了奢侈品公司
和车企最重要的市场，而且还在推动
全球医疗、娱乐及服装品牌的销售。”
英国 《金融时报》 网站文章指出，中
国的消费市场如今正稳固地处于中产
阶段——这一阶段的增长来自销售更
高质量的产品。咨询公司贝恩的数据
显示，2012 年，中国消费者已成为全
球最大的奢侈品牌购买人群，目前占
全球奢侈品购买额的1/3左右 （出境游
的中国游客是主力军）。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文章还引用
研究公司龙洲经讯的数据指出，中国年
收入超过 13.6 万元人民币的富裕家庭
的数量将从 2015 年的 8200 万增加到
2020年的 1.37亿。对于销售更高端产品
的外国品牌而言，这应该是个好消息。

挑战难改向好态势

美国一意孤行挑起贸易战，中美
贸易摩擦已经成为国际舆论关注中国
经济时绕不开的大背景。

不少媒体表达了关切。路透社报道
称，中美贸易摩擦为中国下半年经济增
长投下阴影，唯加紧练内功方可淡然应
对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华尔街日报》
网站也担心，与美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战
可能在未来几个月抑制中国经济增长，
预计中国下半年政策将更注重“扩内
需”，财政政策将有更大的发力空间，通
过减税等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

不过，挑战虽在，信心更强。
7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

更新版本的 《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
维持中国 2018 年和 2019 年经济增长
6.6%和6.4%的观点不变。

最 近 出 炉 的 《全 球 创 新 指 数
2018》 则让世界信心更强了。联合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布的这份
报告显示，中国从去年的第 22 位升至
今年的第 17 位，首次跻身全世界最具
创新力经济体 20 强。报告指出，中国
经济在优先研发和创新发展的公共政
策的指引下，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变化
的阶段。该报告还表示，中国近年来
在该排行榜中的迅速上升蔚为壮观，
并为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指明了道路。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
斯·高锐表示，中国排名的快速上升体
现出了中国的战略方向，即通过向知
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发展最高水平的
创新能力，而创新是转型成功的保障。

媒体普遍指出，中国正快速从一
个生产大国变为创新、发明与生产技
术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混合型经
济体。正如西班牙 《起义报》 网站指
出的，中国前进的脚步无人能挡。

上图：不畏浮云遮望眼。观察大
国经济要看全局，准确看待短期数据
升降之“形”，准确把握经济长期向好
之“势”，方能察形辨势，拨云见日。

风物长宜放眼量。观察大国经济
须辨大势，认清中国经济韧性强、潜
力大、后劲足的基本面，方能明晰方
向，坚定信心。

市民在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县城
道路上骑行 （3月29日摄）。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上
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符合之前
预期，获得各方认可。这一平稳增速从
去年开始，平稳本身就意味着向好发
展。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处于约束旧
有支柱行业发展，加速发展新兴产业的
阶段，新旧动能转换相当顺利，这是上
半年经济运行的亮点。

消费对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功不可没。近年来，消费内需对中国经
济的增长贡献率在 60%-70%之间，上半
年更达到 78.5%，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14.2
个百分点，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

同时，消费领域也处于转型升级之
中，表现为教育、娱乐、健身等高端消
费增速明显。这将进一步促进经济整体
结构的调整，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同时为未来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保证。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内需市
场，世界经济增长的 30%左右由中国拉
动。所以，中国消费不只对中国，更对
世界经济发展贡献巨大。

在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的过程中，去
杠杆持续发力，收效明显。近年来，去
杠杆在经济调控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必须认识到，去杠杆不是目的，而是
手段。比如之前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
中所占比重过大，占用过多资金，对其
它行业发展造成阻碍。而金融行业中的
过度创新分流了实体经济的资金。去杠
杆手段的目的正是为了避免这两方面对

经济发展所隐含的风险。从上半年数据
来看，去杠杆举措得力，收效显著。为
了鼓励科技装备行业、农业、绿色产业
等新兴产业，去杠杆措施将有效限制过
剩行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从而促进
经济发展更为健康可持续。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影响备受关注。
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目前复杂外部贸
易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尚未显
现，可以预计其对经济干扰作用有限。
要论个中缘由，首先，上半年中美贸易摩
擦并未实际发生大规模的贸易争端，这是
对上半年经济的影响尚未显现的基本原
因。其次，中美贸易的紧密度很高，贸易保
护主义势力很难运用行政手段或是关税，
完全将两国经贸联系割断。中国目前已经
从世界工厂成长为一个世界消费中心，并
向创意和设计领域发展；而美国的国际分
工也相对固定，中美之间的产业链紧密结
合，因而中国经济有望在实际发生贸易争
端时仍保持稳定发展。

同时，对两国企业而言，重组产业
链的成本较高，寻找替代商品的过程也
较为困难，这些原因也都会使贸易保护
主义措施无法达到美方预期。而中国所
坚持的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及巨大的市场
吸引力不容忽视，这些都会影响美国企
业的决策。宏观与微观因素将共同促使
贸易摩擦的未来影响较为有限。

此外，外部复杂的贸易环境客观上
将促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继续改

善。中国目前正在与更多贸易伙伴加强
合作。上半年数据显示，中国对中东欧
16国进出口增长14.7%。这得益于双方经
济强大的互补性。近年来，中东欧国家
提供的高端农产品、食品对中国出口持
续获得了 10%-20%的增长。目前，中国
也在积极开拓非洲市场。非洲当前较快
的经济增长速度及人口增长速度，都预
示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关键期。越是到
了关键期，越是不能放松，否则将引起
反弹，丧失已取得的改革成果。下半年
应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尤其是加大金融
风险的管控。笔者看好以高新技术产业
为支柱、以智力资源为依托的新经济的
发展前景。目前的数据显示，这方面经
济增速较快。新经济要完成对传统产业
的更新升级，大有可为。

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下半年中美贸
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客观上是
存在的，这种影响是世界的。中国应联
合世界其它国家在WTO框架下对美国进
行投诉，并在国际上加大宣传，让更多
国家对美施压；同时主动改善外部贸易
环境，广泛扩大朋友圈，从而转危为机。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要真正摆脱外
部贸易环境的制约，最根本的还是要做
好自身。中国应继续加强高科技行业的
发展，持续加快供给侧改革，以保持当
前经济的平稳向好发展态势。

（贺文翰采访整理）

平稳增长凸显中国经济韧性
本报记者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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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巨头转向线下鏖战

中国最新一轮并购潮带有一种复古感——大型科
技集团纷纷抢购商店及其他零售资产。

数据显示，今年中国企业完成了141笔电商与零售
业的并购，同时还有一批新兴购物 App 正筹备上市，
估值达数十亿美元。

分析人士和投资者称，两大因素促成了这一趋
势。首先是中国购物群体的崛起——中国经济从依赖
出口转向倚重消费的再平衡努力的成果。购物文化正
在从富裕的城市地区扩展到农村地区以及较节俭的消
费群体。在供给端，中国大型科技集团拥抱零售业，
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后者推动它们的支付业务。

融合网店与实体店的“新零售”也是此轮并购潮
的推动因素之一，“新零售”推动了人们更多地在实体
店购物。该战略反过来也受到了一种愿景的推动，即
通过收集购物者在商店以及智能手机上的购物行为来
构建更大的购物者数据足迹。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网站）

中国用行动表明开放决心

巴斯夫公司这家世界上最赚钱的上市化工企业9日
在柏林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同意斥资100亿美元在广东省
建设一家大型工厂。中德两国政府首脑出席了仪式。
这一声明是中国企业与德国工业支柱企业 （包括宝
马、西门子和大众） 之间缔结的一系列合作伙伴关系
的核心。这些伙伴关系是围绕电动汽车、燃气轮机和
云计算领域建立的。

巴斯夫公司在德国与贸易伙伴的关系中经常扮演
突出角色。它的最新项目也带给人们类似的感觉。新
工厂将由巴斯夫公司100%所有。这是中国在用行动表
明开放决心。这显示出互惠举动的可能性，互惠是中
国与各国贸易关系中的一个持续刺激因素。

——彭博新闻社网站

（资料图片）

图为7月13日，在河北廊坊市霸州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维信诺公
司，工作人员对半成品进行检查。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近年来，江苏省海安市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助力乡村振兴。图为 7 月 10
日，江苏省海安市墩头镇西湖村5组农民朱永兰展示刚采摘的水蜜桃。

顾华夏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