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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实现经济增长 5% 左右的目标

过去一年，中国经济攻坚克难，展现
出韧性和潜力，取得殊为不易的成绩。

中国国家统计局 16 日发布 11 月份主要
经济指标，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5.4%，高于 10月份的 5.3%，成为各方关
注的亮点。路透社称，这超出了该媒体对
26 名分析师调查得出的 5.3% 的预期，“表
明随着最近的刺激措施开始发力，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企稳”。

荷兰国际集团 16 日的研报认为，今年
中国将实现经济增长 5% 左右的目标。“中
国工业正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增长”，瑞士

《财经报》 评论说。美联社称，中国政府继
续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高科技产业，这
些因素令工厂保持开工运转，为制造业提
供支持。德国 Electrive 新闻网关注到，11
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突破 150 万辆，连
续第三个月创下新纪录，比去年同期增长
47.4%，令人印象深刻。“中国房地产价格
数据继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迹象”，也引发
各方关注。路透社称，在政府提振房地产
市场努力下，房地产市场有企稳迹象。

回看今年中国经济，从一季度实现良
好开局，到二、三季度下行压力加大，再
到四季度回升势头增强，走出了一条“前
高、中低、后扬”的曲线。2024 年初，中
国公布了经济增长目标，许多经济学家和
研究机构都认为中国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
虽然面临诸多压力，但中国经济在第一季
度以超出预期的 5.3% 的增长率快速增长，
二季度实现增长 4.7%，前三季度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 94.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同
时，一系列近期的经济指标包括工业产出、
贸易和消费者价格等都表明，这个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成功克服了一些短期风险。世
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尽管经济
面临一些挑战，但中国有能力采取必要措
施提振经济，其中一些措施已经开始产生
积极影响。

肯尼亚 《民族报》 11 月 4 日文章指出，
今年 7 月，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闭
幕之际，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振兴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的措施。北京提出
的改革重点是培育新质生产力，
即以高效率、高质量和技术创新为焦点的
新经济增长模式取代旧经济增长模式。

彭博社发文称，2024 年 9 月下旬以来，
中国出台一揽子增量政策，包括宏观政策
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企
业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提振资本市场、为地方经济发展减负等，

“使经济重新回到了实现今年增长目标的轨
道上”。英国广播公司称，2024 年四季度以
来，中国政府从货币到财政，从股市到楼市，
不断推出新措施。政策发布后，不仅中国国
内市场信心极大增强，国际社会也普遍看好
此轮政策带来的增长效应，多家国际机构
上调了对 2024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为世界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

过去一年，中国敞开怀抱与全球共享
机遇。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
席米夏埃尔·舒曼表示，中国经济保持增
长，对全球市场意义重大。

今年以来，中国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
外资准入限制措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
跨境服务贸易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允
许在 9 地试点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加速迈
向制度型开放的步履铿锵。几个月前召开
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300 多项重
要改革举措，就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等作出系统布局。新加坡 《联合
早报》 称，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仅为中
国经济社会自身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也将
为世界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

中国开放的步伐一直坚定而有力。同
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 全面生效；主动对
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和 《数 字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DEPA） 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面
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西班牙 IE 大学教务长马努埃尔·穆尼
思认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

仅有助于自身经济发展，也为全球经济发
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支持。“通过共同努力，
各国可以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世界经济朝
着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肯 尼 亚 《民 族 报》 近 日 发 布 的 文 章
《强劲的中国经济对全世界有利》 特别指
出，对新兴经济体来说，中国经济的繁荣
尤为重要，因为北京已成为最关键的发展
伙伴，包括在绿色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方
面。如今，中国是开发可再生能源所需技
术和产品的最大来源，而可再生能源对于
创造一个更加宜居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至
关重要。中国一直积极推动和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和地区间的绿色合作，组织开展的
350 余期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培训班及
学历学位项目，为有关国家培训专业人才
1.1 万余名。其中，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和“一
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为 120
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 3000 余名环境与气
候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

路透社援引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
副主任韩文秀的话说，预计今年中国经济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 30%。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艾伦·巴
奈特预测，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均为
3.2%，而中国将是今年全球增长的最大贡
献者，贡献率约为 28%。

IMF 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对世
界其他地区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中国
经济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将使其他经济体的
产出水平平均提高 0.3 个百分点。对当前增
长乏力的世界经济而言，韧性强、潜力大、
活力足的中国经济逐渐成为未来全球经济
再度繁荣的希望和关键所在。

为 2025 年经济增长强信心

回望过去一年，展望未来一年。外媒
认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
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稳定性，为全
球共同发展提供更多动力。

中国近日召开的两大会议都明确释放

出决策层促进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的信心
和决心。一揽子增量政策还将陆续出台实
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将进一步加
大。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将进一步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更多
资金将被用来拉动投资和消费，实现宏观
经济的稳定增长。

俄罗斯 《消息报》 报道称，中国召开
了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了
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决
心。报道指出，这种支持经济的政策“组
合拳”旨在确保 2025 年及以后的经济持续
稳定增长。彭博社称，经济学家认为，中
国政府更加果断地推出强劲措施来引领经
济增长。彭博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舒畅表
示，中国领导人显示出了“继续采取促进
增长措施的决心”。印度 《商业标准报》 援
引经济学家的话表示，“强有力的政策立场
表明，北京方面有决心稳定增长，并将在
明年加大财政支出。”

美联社 16 日引述凯投宏观经济学家埃
文斯·普理查德的话称，中国经济增长本
季度有望继续提速。今后几个月，一系列
放宽信贷和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效果有望
进一步显现。荷兰国际集团 16 日研报认为，
国内刺激的速度和规模可能对决定中国经
济稳定增长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明年两
会所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将更好地反映出
政策制定者对增长趋稳的信心。

据路透社报道，16 日，国际信用评级
机构穆迪发表报告，将中国 2025 年 GDP 增
长率预期从 4% 上调至 4.2%。BBC 援引 ING
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宋林的分析称，

中国仍将保持稳定增长，预计中国 2025 年
的增长目标为“5% 左右”或至少“4.5%
以上”。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
动荡加剧、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全球
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
来自中国的确定性，将为全球注入更多稳
定性和发展动能。彭博社根据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最新预测计算得出，中国将是未
来 5 年全球增长的最大贡献国，贡献比重将
达到 22%，超过七国集团国家的总和。麦
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认为，到 2040 年，
通过中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彼此融合，将
有望创造 22 万亿美元至 37 万亿美元的经济
价值，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 15% 到 26%。

正如沙特学者易卜拉欣·阿卜杜拉所
说，中国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
也促进了国际经贸投资合作。“中国继续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促进与相关国家的
务实合作和共同发展。”他认为，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将助力更多共建
国家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
长提供动力。

图①：8 月 6 日，在山东港口烟台港，滚
装船在装运外贸车辆（无人机照片）。

唐  克摄 （新华社发）  
图②：12月 11日，工人在贵阳市贵安新

区贵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作业。
    袁福洪摄 （新华社发）  

图③：12月 16日，工人在河北省遵化市
西下营满族乡一家化纤纺织企业车间工作。

刘满仓摄 （新华社发）  

年终盘点②

这一年，中国为全球经济济增长添动能增长添动能
本报记者  张  红

最近，中国两个重磅会议——中央
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
以及国家统计局11月份主要经济指标的
公布受到外媒高度关注。“多个领域出现
积极信号”“经济数据总体向好”“有望
实现全年增长目标”……过去一年，中
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中国
政府有信心在明年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的稳定增长”“将为世界发展带来更多
新的机遇”……展望明年，中国将为世
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发展动能。

①①

②②

③③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以冰雪
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
见》，明确以冰雪运动为引领，带动冰雪文
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推
动冰雪经济成为新增长点。

近年来，不断升温的中国冰雪运动热潮，
日益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官方数
据显示，2022 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以来，
全国居民冰雪运动参与率达到 22.13%，冰雪
运动参与人数达到3.13亿人。2023—2024年雪
季，中国冰雪运动消费总规模超 1500 亿元。
中国政府提出的“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
从愿景变成现实。

当前，中国冰雪运动呈现“南展西扩东
进”之势，无论是拥有丰富冰雪资源的北方
地区还是冰雪资源相对匮乏的南方地区，冰
雪运动都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喜爱：河北崇
礼万龙滑雪场在雪道、运力、交通等方面全
方位升级，以迎接规模更大客流；吉林北大
湖滑雪度假区，新增100台造雪机，开放雪道
继续增加；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可
可托海国际滑雪度假区，通往各条雪道的索
道前等待上山的滑雪者排起长队；上海、江

苏纷纷打造商场内的滑雪模拟机，让冰雪
“发烧友”一年四季可以“上冰雪”。

中国冰雪运动的热浪持续，离不开多方
力量的支持。一是中国构建了相对完备的冰
雪运动发展政策支撑体系。从北京冬奥会的
筹办、成功举办到冬奥资源的赛后利用，中
国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出台系列促进冰雪运动
发展的政策及配套措施。二是大众冰雪运动
品牌建设不断完善，中国各级政府及相关机
构打造诸多群众性冰雪运动品牌，如由国家
体育总局主办的“全国大众冰雪季”迄今已
成功举办十届。三是冰雪运动场地设施不断
增加，从 2022年全国 654块冰场、803个室内外
各类滑雪场，到2023年全国冰雪运动场地增至
2847 个（滑冰场地 1912 个，滑雪场地 935 个），
快速增加的冰雪运动场地设施为广大民众更
好参与冰雪运动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

与冰雪运动成熟发展的国家相比，中国
冰雪运动长足发展仍面临一定挑战。一方面，
作为冰雪运动后发型国家，中国在冰雪文化
普及与提升民众对冰雪运动认知方面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中国在冰雪运动
方面仍存在人才缺口，无论是更高水平的竞

技冰雪运动，还是大众冰雪运动的推广与普
及，均需有足够人才支撑。此外，冰雪装备
制造及冰雪旅游如何为消费者提供更为周到
的服务，也需要相关企业和机构共同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完备的冰雪赛事体系是促进
冰雪运动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未来，
中国仍需在构建完备冰雪赛事体系上下硬功
夫，通过不断普及冰雪运动与冰雪文化，提
升冰雪装备制造水平、培养冰雪专业人才，
满足民众对参与冰雪运动的旺盛需求，让冰
雪运动热潮持续升温。

值得期待的是，冰雪运动的发展促进了
冰雪运动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还有力带动
了冰雪旅游、冰雪文化、冰雪装备等冰雪经
济业态的发展。《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2024）》 显示，2023 年至 2024 年冰雪季，我
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超过 3.85 亿人次，预计
2024 年至 2025 年冰雪季有望突破 5 亿人次，
冰雪休闲旅游总收入有望超过 7000 亿元。作
为冰雪经济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冰雪运动
火热的发展态势，将为中国冰雪经济发展提
供充足“热力”支持。

（本报记者  高  乔采访整理）  

专 家
解 读

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热”力十足
■受访专家：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北京冬奥文化与冰雪运动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邹新娴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报道称，随着
冬季的到来，中国再次掀起冰雪运动热
潮。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推动
冰雪运动逐渐走向大众化，成为许多中国
家庭的热门运动选择。近年来，中国冰雪
运动的发展热度持续上升，但也面临着传
统基础薄弱和高门槛限制等挑战。未来，
中 国 冰 雪 经 济 的 潜 力 仍 有 较 大 的 挖 掘
空间。

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 报道称，随着
冰雪运动持续升温，这一原本被视为中国

北方专属的冬季活动，如今在南方也焕发
出勃勃生机。南方城市室内滑雪场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冰雪运动已成为流行时尚，
催生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消费热潮。创新消
费模式的出现，不仅满足消费者对冰雪运
动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更推动了“冷冰
雪”向“热经济”效益有效转化。

上图：12月1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天山天池国际滑雪
场，滑雪爱好者在滑雪。

何  龙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