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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 月 30 日

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大

幅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5.2%，

认为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等因素将改

善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前景。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得益于良好基

本面和有效宏观政策应对，中国优化调

整防疫政策后经济将实现更快恢复，这

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面临的诸多困境，

提振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中国成全球经济显著亮点

根据 IMF 报告，今年全球经济增长

预 期 由 去 年 10 月 的 2.7%上 调 至 2.9%。

其中，发达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速预计将

由 2022 年的 2.7%大幅降至 1.2%。美国

今年经济增速预计为 1.4%；欧元区经济

有望增长 0.7%。

相比之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的增长前景比较乐观，今年预计整体经济

增速达 4%，较此前预测值上调 0.3个百分

点 。 其 中 ，中 国 经 济 今 年 预 计 将 增 长

5.2%，高出此前预测值 0.8个百分点。

IMF 报告认为，中国优化调整防疫

政策，“为快于预期的经济恢复铺平道

路 ”。 美 联 社 解 读 ，中 国 经 济 恢 复 是

IMF 上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的“重要因

素”。彭博社认为，得益于中国经济恢

复 提 振 需 求 等 积 极 因 素 ，过 去 一 年 中

增长预期不断下调的全球经济可能迎

来“拐点”。

IMF 首 席 经 济 学 家 皮 埃 尔 - 奥 利

维 耶·古 兰 沙 认 为 ，中 国 2023 年 对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将 远 超 美 国 和

欧盟。

北欧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图利·科伊

武表示，中国经济快速恢复，将继续驱动

全球经济，今年全球经济表现可能超出

先前预期。

韧性潜力提振增长预期

国 际 观 察 人 士 认 为 ，外 界 更 加 看

好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前 景 ，缘 于 中 国 经 济

良 好 基 本 面 、较 大 宏 观 政 策 空 间 和 强

劲爆发力。

“一流的基础设施、高素质劳动力、

巨大市场……中国在这些方面的优势不

可替代。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主要

引擎。”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经济学教

授哈伊里·图尔克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表示，中国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疫政

策，不仅挽救了大量生命，也为经济快速

恢复打下基础。

过去一年多来，全球经济持续面临

高通胀和货币政策收紧压力，中国成功

将物价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为继续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提

供了空间。

铭基亚洲基金投资策略师安迪·罗

思曼认为，中国巨大规模储蓄有望得到

释放，实现内需驱动的经济恢复。在多

数主要经济体实施紧缩政策之际，中国

是为数不多实施相对宽松财政和货币政

策的主要经济体，将继续推动全球经济

增长。

IMF 财政事务部主任维托尔·加斯

帕尔告诉记者，中国物价水平总体相对

较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具备应对

空间。

中国经济在优化调整防疫政策后展

现的巨大爆发力也令外界印象深刻。最

新数据显示，1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PMI）为 50.1%，重返扩张空间，

供需两端同步改善，企业信心明显增强，

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春节期间，

中国国内旅游出游 3.08 亿人次，同比增

长 23.1%。

法国兴业银行最新报告认为，中国

部分经济数据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包

括服务业消费在内的个人消费正推动中

国经济强劲恢复。

中国表现助力世界经济复苏

国际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超大市场

规模、重要的供应链地位、独特的资源禀

赋、科学的经济社会治理、开放的经贸政

策等因素，共同改善了中国经济前景，给

全球应对通胀、促进贸易、维护供应链稳

定等带来更多期待。

古兰沙表示，全球经济将受益于中

国经济快速恢复。一方面，加剧全球通

胀的供应链瓶颈将因中国优化调整防疫

政策得到进一步缓解；另一方面，中国居

民消费复苏将为全球创造更多需求。

比 利 时 -中 国 经 贸 委 员 会 主 席 贝

尔纳·德威特认为，中国是全球价值链

重要参与者，对制造业、航运业和全球

物流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优化调整

防 疫 政 策 强 化 全 球 经 济 复 苏 预 期 ，将

继续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正常运

行 提 供 重 要 支 撑 ，这 对 稳 定 世 界 经 济

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国立管理大学世界经济和

国际经济关系教研室代理主任叶夫根

尼·斯米尔诺夫认为，今年中国将继续

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

面扩大国内消费，另一方面加强对外经

济交往。“在部分发达国家热衷于贸易

保护主义的背景下，中国的开放格外重

要，中国经济增长将有助于全球经济稳

定复苏。”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近期先后表示

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对全球经济复苏

的贡献。

摩根士丹利近期把 2023 年中国经

济增长预期上调 0.3 个百分点至 5.7%。

高盛集团连续第三次上调明晟中国指

数的目标点位，认为中国当下市场回升

不仅是消费和服务贸易恢复，更是“跨

越 许 多 产 业 、基 础 更 加 广 泛 的 增 长 恢

复”。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

库测算，2013 年至疫情发生后的两年，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

到 38.6%，超过七国集团国家贡献率的

总和。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

艾伦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

消费者被抑制的需求得到释放，今年上

半年中国经济将加速增长。众多美国企

业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期盼拓展在华

业务。

（新华社北京 2月 1 日电 参与记

者：徐超、许缘、熊茂伶、徐静、康逸、陈

静、刘恺、刘亚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大幅上调今年中国经济
增长预期至 5.2%，国际观察人士认为—

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提振全球增长信心

巴以冲突愈演愈烈之际，美国国务

卿布林肯过去几天先后访问埃及、以色

列和巴勒斯坦。然而结果显示，这次试

图为巴以局势降温的访问收效甚微。有

外媒分析称，此次“调停之旅”不会产生

实质性效果，布林肯除了口头表态，没有

什么招数可使，美国注定在巴以问题上

难有建树，根本原因在于其利己主义的

中东政策。

2023 年开年，巴以局势骤然紧张，

双方冲突不断升级，巴以问题再次令世

界关注。巴勒斯坦方面数据表明，已有

30 多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丧生。耶

路撒冷犹太会堂袭击案等事件造成多

名以色列人伤亡。美国一向以巴以问

题调停者甚至主导者的姿态出现，然而

一再反复乃至愈演愈烈的巴以冲突却

令美国难堪。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

称，由于形势复杂以及巴以双方正深陷

流血冲突的恶性循环中，加之美国一直

偏袒以色列，布林肯化解冲突的愿景恐

难推进。

外界关注到布林肯中东之行优先目

的 之 一 是 与 内 塔 尼 亚 胡 政 府“ 迅 速 接

触”。布林肯 30 日抵达以色列，重申了

华盛顿对这场冲突的长期立场：首先是

对以色列的“坚定”承诺，然后呼吁保持

冷静以及对“两国方案”的口头支持。曾

在美国国务院担任中东问题顾问的亚

伦·米勒认为，在拜登总统可能寻求连任

的背景下，现政府想让自己看上去更“亲

以色列”。

从以色列方面看，新上台的内塔尼

亚胡政府对美而言更加桀骜不驯，其早

就宣称首要任务是在约旦河西岸扩建

定居点，甚至扬言要将约旦河西岸并入

以色列。在这样强硬的立场下，即便布

林肯提出缓和局势的建议也很难被真

正听进去。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

安拉的比尔扎伊特大学政治学教授加

桑·哈提卜认为，布林肯此访“不会成功

地稳定局势或缓解紧张局势，因为以色

列政府的政策是基于内部考虑，而不是

外交政策”。

布 林 肯 难 当“ 和 事 佬 ”，是 美 多 年

来 在 巴 以 问 题 上 立 场 有 失 公 允 、言 行

不一的必然结果。拜登政府上台后做

出 的 包 括 推 动 巴 以 和 平 、重 开 负 责 巴

勒 斯 坦 事 务 的 驻 耶 路 撒 冷 总 领 事 馆 、

阻止以方扩建定居点等承诺迄今均未

兑 现 ，其 口 惠 而 实 不 至 很 难 让 巴 勒 斯

坦人相信美国推动巴以实现真正和平

的诚意。相反，在美国的斡旋推动下，

以色列在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阿拉

伯 国 家 缓 和 关 系 方 面 取 得 实 质 性 进

展 。 如 此 不 同 待 遇 ，巴 勒 斯 坦 人 自 然

“冷暖自知”。巴勒斯坦智库学者齐亚

德 表 示 ，押 注 美 国 解 决 巴 勒 斯 坦 问 题

不过是“海市蜃楼”。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全面、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事关地区

和平稳定，事关国际公平正义。巴以冲

突反复上演，根源在于“两国方案”迄今

未落实，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的合理

诉求长期无法实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报道称，尽管拜登政府声称支持通过

“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但他们几乎

没有为此目标采取什么行动，看上去也

未做出积极努力。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

略研究所研究员安妮尔·谢林表示，尽管

巴以紧张局势加剧，但美国政府不太可

能改变既有路线。

中 东 乱 局 难 解 ，根 本 原 因 还 是 美

国 私 心 太 重 。 从 伊 拉 克 到 叙 利 亚 ，从

利 比 亚 到 伊 朗 ，美 国 的 中 东 政 策 以 自

身利益为驱动，以维护霸权为目的，虽

形式不一、包装各异，但始终不改其干

涉主义和利己主义本质。只要这个初

衷 不 改 ，中 东 就 难 享 太 平 。 正 如 华 盛

顿 智 库 凯 托 学 会 高 级 研 究 员 、前 总 统

里根特别助理道格·班多所说，美国的

中 东 政 策 留 下 的 是 一 份“ 灾 难 性 记

录 ”。 如 果 华 盛 顿 真 心 想 给 中 东 带 来

和平、稳定和安全，就应彻底反思一下

其几十年来的中东政策。

（新华社开罗 2月 1 日电 记者陈

梦阳）

巴以冲突愈演愈烈之际，美国国务卿先后访问埃及、以色列和巴勒
斯坦，然而结果显示这次试图为巴以局势降温的访问收效甚微—

私心重，美难当巴以问题“和事佬”

1 月 30 日，经过 41 天紧张施工，

中国第 10 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高

标准完成联马团东战区约旦地勤分

队营区建设任务。图为我维和官兵

在施工期间进行吊装作业。

葛学禹摄

法国政府日前宣布，应布基纳法

索政府的要求，计划于一个月内从该

国 撤 出 法 国 军 队 ，并 召 回 其 驻 布 大

使。去年以来，布基纳法索成为继马

里之后又一个要求法军撤离的非洲

国家。

非洲多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至

今仍在多个领域深受法国影响，特别

是马里和布基纳法索这两个国家所在

的萨赫勒地区。这里是国际恐怖主义

滋生的“重灾区”，也是法军“反恐”的

主战场。然而近期，萨赫勒地区国家

接连对驻非法军下“逐客令”，并很快

得偿所愿。

当地“反法”情绪高涨是直接原

因。美英法等北约国家帮助反政府武

装推翻卡扎菲政权后，一片混乱的利

比亚成为恐怖袭击向萨赫勒地区外溢

的重要源头，令该地区民众备受困扰、

心生怨言。加之法军多年来在萨赫勒

地区反恐成效不佳，当地民众质疑法

军存在“正当性”的声音此起彼伏，且

多次发生集会示威活动。此外，安全

形势的恶化，又引发萨赫勒地区国家

政局动荡，而法国惯于插手当地政权

更迭的行径，无疑激起了这些国家对

法国的强烈抵触心理。

法国政府有意摆脱当地“反恐泥

潭”是深层原因。法国凭借军事存在

和行动，目前仍是在非洲影响力最大

的域外国家之一，但同时也为维持“非

洲 宪 兵 ”的 角 色 背 上 了 沉 重 包 袱 。

2014 年，法国在萨赫勒地区开展“新

月形沙丘”军事行动，派遣数千名士兵

与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

亚和尼日尔协同打击恐怖组织。然而

耗时 8 年，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萨

赫勒地区的恐怖组织数量不降反增，

法国深陷“越反越恐”的泥潭。已然

“吃不消”的法国政府，从终结“新月形

沙丘”军事行动，到相继从马里和布基

纳法索撤军，都意在从“反恐疲劳症”

中解脱，并试图在该地区改善法国的

国际形象。

西方与俄罗斯在非洲的角逐升级

是催化剂。俄乌冲突激化了法国乃至

西方与俄罗斯在非洲已持续多年的战

略竞争，非洲各国得以在两方对其外

交争取中谋求更多利益。为平衡或填

补法军进入或撤离所带来的问题，一

些萨赫勒地区国家纷纷与俄罗斯雇佣

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开展合作，邀请

其前来训练和协助本国军队，这也增

强了非洲国家对法军下“逐客令”的底

气。尽管包括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在内

的萨赫勒地区国家政府均坚持外交多

元化，但法国等西方国家一直警惕俄

罗斯在非洲影响力的提升。此次法国

从布撤军后，法布关系走向何处，仍有

待进一步观察。

伴 随 当 今 世 界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法非关系特别是军事互动也进入

重组时期。非洲国家推行灵活自主外

交已是大势所趋，法国等西方国家应

正视非洲国家的合理诉求，改变颐指

气使的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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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1 日电 （记者董

雪、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1 日表

示，中方高度关注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

置问题，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技术

工作组就此开展审查、评估。在同周边

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和有关国际机构充

分协商前，日方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

排海。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

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工作组 1 月 16

日至 20 日再次赴日本，就福岛核污染水

处置问题开展审查，有关报告将在三个

月内公布。然而，日本政府 1 月 13 日就

单方面宣称将于今年春夏期间启动核污

染水排海。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毛宁说，中方高度关注日本福岛核污

染水处置问题，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

技术工作组就此开展审查、评估。希望工

作组秉持客观、公正、科学原则，严格贯彻

机构核安全标准，确保核污染水处置的绝

对安全。“我们期待机构技术工作组的审

查报告，并将进行认真研究。”

毛宁说，日本向海洋排放核事故污

染水没有先例，且将长达 30 年之久。日

方迄未就此提供足够的科学和事实依

据，没有解决国际社会对核污染水排海

方案正当性、数据可靠性、净化装置有效

性、环境影响不确定性等关切。国际原

子能机构技术工作组去年发布的评估报

告表明，日本排海方案存在与机构安全

标准不符之处。

“中方关切地注意到，去年 7 月，日

方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工作组仍在

开展审查、评估的情况下，就正式批准

核污染水排海方案。前不久，日方在机

构技术工作组赴日审查前夕又单方面

宣称将于今年春夏期间排海。”毛宁说，

“这种我行我素的举动让人不禁产生疑

问，日方到底重不重视机构及技术工作

组的权威？是不是要为工作组的评估

审查人为设置时限？是不是已决意不

管评估结果如何，都将按单方面计划实

施排海？日方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出

负责任的回答。”

毛宁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正视

各方合理关切，以科学、公开、透明、安全

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并接受严格监督，

切实保护海洋环境和各国民众健康权

益。在同周边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和有关

国际机构充分协商前，日方不得擅自启

动核污染水排海。

外交部发言人

日方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 2 月 1 日介绍，中老铁路开通以来，

“复兴号”“澜沧号”动车组运行安全、绿色、快捷、舒适，大幅缩短了沿线城

市间时空距离，受到两国民众青睐，截至 2023年 1 月 31 日，累计开行旅客

列车 2万列，发送旅客 1030万人次。图为“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运行在中老

铁路中国段线路上。 新华社发

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千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