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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伊始，作为七国集
团（G7）轮值主席国的日本外交
动作频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先
后访问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
大、美国 5 国。在这之前，日本经
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打前站”
访问美国，在多个场合大肆渲染
所谓“中国威胁”：不但撺掇 G7
今年采取协调行动，以防止中国
对部分贸易伙伴施加的“经济胁
迫”，试图“抱团”遏制中国；
更是露骨地说：“我们可能需要
做好准备，确定那些想要实施
胁迫的国家的短板，然后在必
要时采取反制措施”。

日本高官在多个外交场合把
“经济胁迫”挂在嘴边，是为了向
盟友美国“表忠心”，还是为自己
的野心“打掩护”？日本炒作“经
济胁迫”背后的企图值得深究。

梳理日本近来的国家战略
调整可以发现，日本炒作中国

“经济胁迫”，与岸田政府强调
的经济安保机制一脉相承。岸
田政府强调经济安保，并首次将
经济安保写入国家战略文件，为
当前日本的内政外交的系列动作
奠定基调。而中国一直是日本为
推行经济安保举措设立的“假想
敌”。2022 年 4 月公布的日本新
版《外交蓝皮书》强调，将强化日
美、日澳以及日欧等经济安保合
作，加快“去中国化”供应链的构
建。同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公
布的《通商白皮书》也提出，半导
体、蓄电池等重要品种应降低对
特定国家的依赖。日媒分析，此番
西村康稔访美，考虑到“抗衡中
国和俄罗斯”，美日将在半导体
以及生物科技、人工智能、量子
计算等重要新兴技术领域展开
合作。因此，日本炒作中国“经济
胁迫”，无疑是想让日本谋求经
济安保师出有名，也让日美扩大
经济安保领域合作顺理成章。

观察日本一直以来的外交姿
态，不难看出，日本炒作中国

“经济胁迫”，其实是顺着美国的
遏华话术“鹦鹉学舌”。近年
来，“经济胁迫”已成为一些美
西方国家污蔑中国的惯用话语。
最近，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在美欧
高层对话上指责中国对他国进行“经济胁迫”。此前，G7
会谈，美国频频拿中国“经济胁迫”说事。自视为美国铁
杆盟友的日本，在担任G7轮值主席国期间，继续散
布美西方炮制的涉华谎言，企图借此在遏华上有所作
为，展示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乍看上去，日本配合美国炒作中国“经济胁
迫”，既顾了面子，也抓了里子。然而，日本的这点
操弄舆论的小心思，对于日本真正解决经济社会矛
盾、提升国际声誉而言，无异于饮鸩止渴。

根据日本工业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日本工业产
出已连续3个月下降，陷入萎缩态势。据日媒分析，
工业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传送带、起重机以及
用于制造芯片和平板显示器的设备产量下降。除了
工业产出“疲软”，日本贸易出口也陷入低迷。在此
经济困境中，日本炒作中国“经济胁迫”，强行以所
谓“安全”阻挠对华经贸、科技合作，企图与中国

“脱钩”，表面上是对美国表了忠心，实际上不仅损
害中日正常经贸往来，更损害本国相关领域产业
链、供应链的健康运行。

作为美国“经济胁迫”曾经的受害者，日本理
应明白：美国为维系自身经济霸权、维护本国利
益，无所不用其极。以史为鉴，日本应好好想想，
盲从美国，编织遏华谎言，阻碍中日合作，违反了
国际经贸合作规则，最终损人也绝不会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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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盟高级官员近日说，欧盟将采取
“果断举措”保护欧洲企业不因美国大力补
贴本国绿色产业政策而丧失竞争力，拟议方
案包括精简欧盟各国补贴审批流程、设立欧
盟主权基金资助产业发展。

不过，关于具体回应举措，欧盟内部
尚未达成一致，希望在下月初召开特别经
济峰会前协调分歧、敲定大致方案。

对美传递强烈信息

美国和欧盟虽然经常因产业补贴方面
的竞争发生贸易争端，但拜登政府去年夏天
出台的《通胀削减法》仍让欧盟大受震动。美
方以削减通胀、加快低碳经济转型为名，提
供总额近 3700 亿美元的政策补贴及税收优
惠，以吸引在美国以外的电动汽车及车用电
池等绿色产业把生产基地设在美国本土。

此举触怒欧盟，尤其是德、法等汽车
生产大国。它们指责美国借 《通胀削减
法》 鼓励绿色产业趋向“美国制造”，削弱
以欧洲为基地的企业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
力，诱使在欧洲的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
美国，伤害欧洲国家就业。

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日前在瑞
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说：“我们需要传递一个
强烈信息，我们会采取行动保卫我们的产
业基地。欧盟需要保持在投资、创新和生
产领域的吸引力，这很关键。”

法国经济、财政及工业、数字主权部
长布鲁诺·勒梅尔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
欧盟总部提出，“我们需要一场冲击”，以精
简欧盟成员国政府补贴审批规则。他说，现
行流程太过繁冗，欧洲企业难以及时获得开
发尖端技术所需的资金。

保卫欧洲产业竞争力

法国希望，生产基地在欧盟的新开发产
业项目能够在半年内获取补贴。不仅审批速
度要加快，补贴额度也应大大提高。“在氢能
源、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板、芯片等领域，
我们想要规模大得多的政府补贴，”勒梅尔
说，“刻不容缓。”

分管经济事务的欧盟委员保罗·真蒂洛
尼在一场记者会上说，欧盟将采取“果断举
措保卫欧洲竞争力，在简化政府补贴规则的
同时避免欧洲单一市场分裂，包括通过设立
欧洲主权基金”支援成员国。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先
前提议新设主权基金支持欧盟绿色产业转
型。不过，真蒂洛尼指出，这一共同基金的设
立需要时间，“不会明天”就实现。

法国希望德国站在同一阵线。勒梅尔
将与德国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哈贝
克下月共同前往华盛顿，与美方商谈欧盟
为欧洲企业争取 《通胀削减法》 条款豁免
等事宜。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定于 17 日造访

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分管经济事务的
执行副主席瓦尔季斯·东布罗夫斯基斯讨论
这一争端。

内部分歧恐难弥合

自《通胀削减法》出台以来，欧美多次谈
判，但欧盟方面迄今未能说服拜登承诺修改
新法中涉嫌损害欧洲产业利益的条款。

不过，据法新社报道，部分欧盟国家
担心欧盟对 《通胀削减法》 反应太强硬，
可能引发欧美之间又一场贸易战，另一些
国家则担心如果欧盟国家竞相出台补贴措
施，可能导致“逐底竞争”，最终仅有富裕
国家受益。

在一封署名发给欧盟各国的信函中，欧
盟委员会另一名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韦斯
塔格警告，在提供政府补贴方面，各成员国
并不具备“同等财政余力”。

欧盟先前已临时放宽补贴规则，以支
援欧洲企业抵御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带来
的供应紧张、能源价格高涨等压力。德、
法作为欧盟前两大经济体，是这一机制的
最大受益者。

韦斯塔格披露，欧盟在俄罗斯去年2月对
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启动一项临时机
制，批准各成员国政府出台总额约6720亿欧
元的补贴，其中德国政府出台的补贴占53%，
法国24%，意大利略超7%。（据新华社电）

欧盟誓言反击美国绿色补贴
沈 敏

欧盟誓言反击美国绿色补贴
沈 敏

葡萄园“卫士”
南非开普敦一家酒庄饲养了成百

上千只印度跑鸭。这些鸭子们在葡萄园
内“辛勤工作”，每天会在庄园内“巡

逻”，将有害昆虫吃掉，像是行走的杀虫
剂。图为鸭子们在南非开普敦的葡萄酒
庄内“巡逻”。 新华社/路透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持续优化调整，中
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有力提振全球经
济增长信心。

近期，摩根士丹利、高盛、摩根大
通等多家国际投资机构纷纷上调2023年
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中国美国商会、英
国商会、德国商会等多家外国在华商会
认为，中国调整防疫政策，有助于恢复
中外人员往来和商务旅行，恢复市场乐
观情绪，中国将继续成为外资优先投资
目的地。专家分析认为，2023年，随着需
求逐步回升和政策效应叠加，中国经济社
会活力将进一步释放，继续成为世界经济
迈向复苏的“稳定器”和增长的“发动机”。

2023，世界对中国经济充满期待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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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增长前景

各地纷纷签约开工重大项目、竞相
包机“出海”抢单、餐饮旅游市场逐渐
回暖……国际投资者从中看到了中国新
机遇，境外媒体捕捉到中国经济向好发
展的积极信号。

“在全球经济可能放缓的背景下，中
国的经济复苏或将脱颖而出。”美国《机
构投资者》 杂志刊发署名文章称，随着
相关政策调整，中国或将成为投资者的

“避风港”。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报道，

多家投资银行接连调高对今年中国经济
增速的预测。摩根大通从4%调高至4.3%，
高盛从4.8%升至5.2%，最乐观的摩根士丹
利则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5.7%。

路透社根据对 49名经济学家的采访
所做出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 2023年经
济增速或将回升至 4.9%。报道援引瑞银
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分析称，预计今
年3月、4月后，中国经济活动和消费将
强劲反弹。

英国 《金融时报》 援引花旗银行分
析师预测说，中国 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将增长 11%，达 50 万亿元人民
币。投资者和分析师因此预测“未来一
年将更加光明”。

美国 《财富》 杂志刊文称，国际知
名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也发布研究报
告，预测中国2023年GDP增长可能达到
6%，将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减震”。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
中国多个重点省份已经提出了 2023年的
增长目标，其中不少地方都设定在5%以
上，从而为中国经济 2023年的发展路径
提供了第一批线索。报道称，中国的政
策制定者调整了对科技行业和房地产行
业的措施。这些迹象提振了投资者和分
析师的信心，他们相信 2023年中国经济
将显著反弹。

世界银行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认
为，随着全球需求增长恶化，中国经济
的总需求结构有望逐步向内需转移。随

着消费者信心的改善和消费需求的释
放，中国消费将逐步复苏；持续的基础
设施投资支出和投资者情绪回暖，也会
推动投资增速回升。

发展动力充沛

2022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突破 120 万亿元人民币，比 2021 年增长
3%；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2.07万亿元人
民币，比 2021年增长 7.7%；年末外汇储
备余额31277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
过去一年，中国顶住压力，实现了经济
运行总体稳定。

“成绩来之不易。”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倪建军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2 年以
来，面对疫情散发多发、极端高温天气
等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反复冲击，发展环
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中国
GDP增长3%，经济减速但并未失速。经济
总量和人均水平持续提高，意味着中国的
综合国力、社会生产力、国际影响力、人民
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发展基础更
牢、发展质量更优、发展动力更为充
沛，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空间广
且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新兴经济体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徐秀军对本报记者表示，作为有着 14亿
多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过去 10年，我们集中精力办好
自己的事情，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
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了
坚实基础。

开年以来，中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方面继续迈出有力步伐。1 月 1 日，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2022 年版）》
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增加条目数为近年
来最多，对 1020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
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今年 7 月 1 日起，
中国还将对 62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
税率实施第八步降税。调整之后，中国
关税总水平将从 7.4%降至 7.3%。这些举
措充分体现了中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

同各方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意愿。
“为了让世界更好分享中国发展成果

和机遇，近年来，中国新建了多个高水
平、高质量的进口促进平台。”徐秀军表
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等平台的建设发展，为同世
界分享中国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
苏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也
是国际社会看好增长前景的重要原因。

西班牙 《经济学家报》 报道指出，
中国正对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加大投
资、加紧布局，在钢铁与能源行业积极
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报道援引中金公司
的数据表示，未来 5 年，中国对数字经
济的累计投资预计还将增长数倍。

“人勤春来早。”倪建军表示，多重
因素将推动中国经济恢复强劲增长，其
中一大重要原因是政府积极出台措施，
激发市场活力，提振消费者信心。从世
界各国经验看，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后，
消费热情将很快回归。而随着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新动能对中国经济
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提振全球信心

1 月 10 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
《全球经济展望》 报告，将 2023 年全球
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1.7%，较去年 6 月
的预测下调 1.3 个百分点，为近 30 年来
第三低水平。报告指出，受通胀高企、
利率上升、投资减少、乌克兰危机等因
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正急剧放缓到

“危险地接近陷入衰退的程度”。
1 月 16 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 《首

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指出，近2/3的受
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2023 年世界经济
预计出现衰退。

在一片悲观的声音中，世界对中国
经济寄予厚望。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
主任裴德铭认为，尽管 2023年外部环境
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但中国有足够的
政策支撑空间，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支

持居民消费、房地产投资。“政策工具箱
里的工具是足够的，关键是要协调好相
关政策。”

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报道称，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中国成为主
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随
着今年欧美经济下行，中国经济有望再
度一枝独秀，肩负起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的重任。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朱莉娅·辛普森表示，中国游客将
为全球旅游业复苏注入动能。世界经济
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表示，中国优化
调整防疫政策将带动工业产出、投资和旅
游等服务行业的增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中国的开放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

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光炎指
出，拉动全球经济的“三驾马车”中，
唯有中国还有望加速前进，“尽管中国经
济复苏还面对多重风险，但它的增长潜
力不容忽视。

“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
需要中国。稳健的中国经济对世界越来
越重要。”徐秀军表示，越开放越自信、
越自信越开放的中国，以自身发展为世
界创造更多机遇，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
动人类整体进步，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
带来新机遇，为动荡的世界提供了更多
稳定性和确定性。

“当前，面对世界经济的严峻复杂形
势，中国发展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
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
复杂，但中国经济仍然有能力顶住压力
持续恢复发展。”倪建军表示，中国将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
机结合起来，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
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不
断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