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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2023年

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1.9%，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分别

为58.2%和57.0%。三大指数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

区间，中国经济发展仍在企稳回升之中，引发海

外广泛关注。

外媒指出，中国一系列经济数据是“充满希

望的信号”，中国经济稳健复苏，为世界经济注

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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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令人欣慰的迹象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
优化调整，中国政府稳经济政策效果持续
显现，多项经济指标回升向好，经济运行
整体呈现企稳回升态势。

“中国服务业活动正以 12 年来最快速
度扩张。”英国 《金融时报》 近日以此为题
报道称，3 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
指数为 58.2%，高于 2 月份的 56.3%，创下
2011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活动呈现
令人欣慰的迹象。”《金融时报》 称，中国
3 月份的 PMI 指数也超过预期，表明中国
的零售业、运输业和建筑业的活动都出现
大幅增长。其中，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65.6%，创下2011年7月以来的新高。

“中国经济的反弹毋庸置疑。”世界银
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阿迪蒂
亚·马图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等在内
的数据表明，随着家庭和商家逐渐适应疫
情后的生活，中国经济持续复苏。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从今年 1
月开始，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就在加快。
PMI 在 2 月创近 11 年来的最高月度增幅，
凸显经济活动迅速反弹。此外，中国的服
务业和建筑业景气水平也继续提升。

路透社援引英国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
观主管、中国经济专家朱利安·埃文斯—普
里查德的观点指出，摆脱疫情的干扰后，中
国经济状况自今年年初起迅速得到改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发布最新一
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
预期从4.6%上调至5.3%。美国CNBC网站
称，在全球不确定性风险加大的背景下，
亚洲尤其是中国充满确定性。

消费将成为重要引擎

多家外媒认为，在中国稳增长政策持
续支持和防疫政策优化背景下，居民收入
有望持续恢复，这将为消费增长奠定良好
基础。

美国 《华尔街日报》 关注到，今年 1
至 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5%。这强势扭转了2022年12月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下降 1.8%的情况。“今年，中
国经济增长可能将高度依赖消费。”

路透社称，今年前两个月，中国的零
售额同比增长 3.5%，这符合分析师的预
期，也符合消费引领中国经济复苏的预
期。多国分析人士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势
头将进一步提升。

路透社的另一篇报道关注到，中国餐
饮行业已显示出复苏迹象。1—2月，中国
餐饮业收入同比增长了9.2%。高盛分析师
在报告中表示：“我们预计，未来几个
月，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将进一步增强，这
主要得益于持续的消费复苏和仍然宽松的
宏观政策的推动。”

“中国的市场销售由降转增，基本生
活类和升级类消费增长较快。”俄罗斯卫
星通讯社称。

彭博社称，随着中国疫情防控政策的
优化调整，人们的出行和消费恢复，这推
动了服务业的发展，物流和工厂都从中受
益。渣打银行全球研究部预计，消费将成
为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银行（央行）调查
局中国经济组日前发布报告指出，民间消
费和基建、制造业投资将带动中国经济今
年实现复苏。近期主要经济指标显示，中国
经济走势基本符合预期，中国内需在服务
消费和基建投资的带动下呈现恢复势头。

“考虑到中国政府将扩大内需作为今
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居民消费将为中
国经济复苏提供支撑。”韩联社援引韩国
银行的分析指出。

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对全球经济来说，中国相关经济数
据是充满希望的信号。”《华尔街日报》 刊
文称，美欧消费者正疲于应对不断上升的
利率、高通胀以及银行业动荡导致的贷款
紧缩，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长将依赖中国消
费者推动。

据路透社报道，亚洲开发银行日前表
示，预计2023年，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将
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动力。西班牙《消息
报》也认为，提振全球经济的最大希望，来
自中国的经济活动和需求的反弹。

巴西《圣保罗州报》近日称，作为巴西
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经济活力进一步恢复
正提振各方对巴西经济、金融市场的预期。

对亚洲开展业务和出口产品的公司将从中
国经济增长中获益良多。

“中国经济若从今年第二季度起全面
反弹，对华依存度较高的韩国经济和出口
形势有望好转。”韩联社援引韩国贸易协
会国际贸易通商发行的 《中国经济重启对
韩国经济影响分析报告》表示。

彭博社称，中国将为全球依赖旅游业
的经济体注入强心针。随着中国游客背起
行囊、走出国门，国际航空、酒店住宿以
及学校教育的需求将被激活，东南亚一些
国家可能会率先受益。

马来西亚 《星报》 刊发题为 《中国优
化疫情防控措施鼓舞信心》 的文章表示，
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后经济得到复苏，
有助于提振全球经济的乐观情绪，马来西
亚经济也将从中获益。文章称，中国经济
活动的复苏将有助于改善全球市场对商品
的需求，进而支持马来西亚的进出口贸
易。此外，旅游业是中国经济复苏带给马
来西亚的另一个机遇。

泰国 《曼谷邮报》 报道，泰国旅游业
界正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为吸引更多中
国游客到访，许多旅行社急招中文导游，
酒店也积极招募理疗师为中国游客服务。
泰国旅行社协会表示，近期来泰国旅游的
中国游客主要是自由行游客，这将有助于
提振泰国旅游业。

上图：4 月 1 日晚，江苏省宿迁市宿城
区宝龙广场 24 街灯火通明，一个个夜市摊
位“串”起了充满烟火气的“夜经济”。

陈少帅摄 （人民图片）

据德国 《世界报》 报道，欧洲专利
局 （EPO） 最新公布的2022年欧洲专利
申请报告称，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以两
位数的速度增长，达到 19041 件，位居
全球第四。在公司申请欧洲专利的排行
榜上，中国企业也非常引人注目。2022
年最大的申请者仍是中国公司华为。

据 《日本经济新闻》 网站报道，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发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国际专利申请量

首次突破 7万件，自 2019年以来连续四
年居世界首位。

左图：3 月 18 日，安徽省芜湖市湾
沚区新芜经济开发区，芜湖裕东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车间生产线上作
业。该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制
造、销售、售后服务体系于一体的专业
食品包装高新技术企业，拥有 130 余项
专利及知识产权。

肖本祥摄 （人民图片）

“未来之城”雄安正迅速发展

2017年4月1日，中国宣布在北方省份河北设立
雄安新区，以促进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从那时至
今，“未来之城”雄安已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国内和
国外 200 多个团队、3500 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
了雄安新区的总体规划。该新区设立以来，一直坚
持“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工建
设，不要留历史遗憾”。

雄安新区位于北京以南 100多公里处，是继深圳
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
的新区。六年来，雄安新区已推进重点项目约240个，
累计完成投资 5100 多亿元人民币。官方信息显示，
2023年雄安新区安排项目270个，总投资超过6640亿
元，年度投资超过2000亿元。雄安新区第一座标志性
城市综合体——雄安新区商务服务中心几个月前正
式开业运营，首批40余家企业已经入驻该中心。

——据巴西《论坛》杂志网站报道

中国投资给非洲带来巨大利益

穿过街道来到一家设施齐全的便利店，会发现
柜台后面有许多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回
到自家客厅仔细环顾，好像超过一半的电子产品来
自中国公司。

中国投资给非洲带来的巨大利益。中国正在认
真填补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缺口，发展铁路、港口
和公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已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
会，并助推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

是什么让非洲国家欢迎中国投资？因为这是自
由和机遇的完美结合。中国以需求为导向的方式令
非洲国家能够塑造自己的命运，按照自己的节奏追
求发展。“不干涉政策”确保这些国家可以在没有外
部干预的情况下发展，而多元化的伙伴关系则为新
的可能性打开大门。非洲国家正抓住机遇，拥抱中
国投资，走向更光明、更互联的未来。

——据“现代加纳”网站报道

中国市场对德企吸引力十足

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近日指出，“2022 年，
德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了115亿欧元，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多。”根据德国央行的数据，2021年的对华直接投
资也高于此前水平：2021 年约有 100 亿欧元流向中
国，2020 年仅为 21 亿欧元。德国经济研究所表示，
在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之后，中国正为德国
企业家铺开红地毯，中国市场的增长前景对德国企
业高管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2022 年，中国连续第七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
易伙伴。德国联邦采购物流协会在最近的一项研究
中说：“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退出中国市场目前不
是议题。”

——据德国《商报》网站报道

外媒热议中国最新经济数据——

“提振全球经济的最大希望来自中国”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文明发展的
不竭动力。专利是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中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
告》中的排名由 2012年的第 34位上升到 2022年的第 11
位，连续10年稳步提升。在创新产出方面，中国的本国人
专利申请量、本国人实用新型申请量、劳动力产值增长、
本国人商标申请量、创意产品出口等细分指标排名第
一。这展示出中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显
著进步，也凸显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屡创新高，体现出中国的创新
与发展呈现良好的正向关系，创新投入转化为更多更
高质量的创新产出。WIPO总干事邓鸿森曾表示，中国
人民不仅善于获得专利，而且善于将专利应用到市场
上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为人们带来便利。2012 年至
2021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从1.03万亿元增长到2.79
万亿元，强度从 1.91%增长到 2.44%。中国全社会研究
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超过500万人年，连续多年居
世界第一位。这些成绩既离不开创新主体的不懈创新
活力和科研投入，也离不开知识产权制度、政策和环
境的支持，背后是中国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加快完
善、人才培养力度全面加强、文化环境持续改善。

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屡创新高，对世界知识产权保
护意义重大。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
力。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知
识产权发展道路。中国不仅是国际前沿创新的重要参
与者，也是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贡献者。中国
成为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坚定维护者、重要参与者和
积极建设者，将知识产权助力脱贫攻坚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结合，支持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能
力建设。未来，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继续同各国加
强科技创新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为全球
知识产权平衡、包容、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企业华为连续第二年成为在欧洲专利局申请
最多的企业，这不是孤立的个案。应当看到，一方
面，建立在超级计算、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基础上的数
字时代创新浪潮即将在各个领域深入推进，全球科技
创新活动和研发投入呈现持续增长势头。近些年，中
国在人工智能、5G通信、云计算、量子信息等前沿技
术领域均取得了巨大进步，走在世界前列。在全球化
大背景下，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领军企业持续成
长，并且在新一代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
等领域的国际竞争中不断提升自身创新竞争力。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加显
著。中国将知识产权作为夯实产业技术基础的重要发
力点，加强产业技术攻关与知识产权协同联动，促进
关键领域高质量知识产权供给，引导行业知识产权协
同发展，提升企业知识产权意识与管理水平，优化制
造业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进一步推动与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等国际组织交流合作。中国在促进产学研合作，
发展特色产业，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等方面采取了
更多措施，为企业创新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同
时，中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新产品新技术迭
代创新提供应用场景，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新动力。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有效
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6.7%，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
会研发投入已超过 3/4，高新技术企业从 2012 年的 3.9
万家增长至2022年的40万家，中小型科技企业达到了
50万家，一大批科技型领军企业快速成长，762家企业
进入全球企业研发投入2500强。

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有
力。中国在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2035）》
和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 中提
出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中国
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将其作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
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保
护力度不断增强。民法典确立了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的
重大法律原则。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完成新一
轮修改，建立了国际上最高标准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在一系列利好因素支持下，相信未来中国知识产
权制度及保护体系将更加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成
效将更加显著，公共服务供给将更加丰富便捷，人文
社会环境将更加优化，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能
力将进一步提升。 （本报记者 李嘉宝采访整理）

专利申请量提升彰显中国创新活力
■ 受访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丁明磊

专 家

解 读

雄安新区容西片区内的街道和公园 （2023年3月
31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3 月 16 日，江苏省太仓市高新区，一家德国企
业的生产车间内，工人进行加工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1 月 11 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由
中国援建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项目举行竣工仪式。

新华社记者 董江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