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27日 

1月第四期 



                                                                          2021 年 1 月第 4 期 

 

 

目录 | Contents 

 

 

一、经贸信息 ......................................................................................................................... 1 

 

二、媒体评论 ....................................................................................................................... 10 

 

三、专家评议 ....................................................................................................................... 14 

 

 

 

 

 

 



2021 年 1 月第 4 期 

 1 

一、经贸信息 

1. MSCI 计划将五家中国公司剔除出其相关指数 

2021 年 1 月 27 日 

近日，全球主要股指提供商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公司表示，自 2021 年 1 月 27

日起，其将把中国广核集团、中国化工、中国核能电力、中国船舶重工和浪潮国际（共计 5

家）公司从其旗舰全球证券指数中剔除。具体地，该五家公司将被剔除出测度全球证券市场

表现的 MSCI 国家指数（MSCI ACWI）、相关非市值资本化加权指数和定制指数。 

此前，MSCI 曾表示，若在美国东部时间 1 月 26 日下午 12 点前，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

控制办公室（OFAC）未对第 13959 号行政令（《关于应对与“中共涉军企业”相关的证券投

资威胁的行政命令》）提供新的指导意见，其将删除相关证券。目前为止，OFAC 对此仍无

最新指导意见。 

白宫发言人称，拜登政府正在对一系列涉及监管行动以及与中国投资有关的问题进行审

核与评估，但暂未明确其实施第 13959 号行政令的有关计划。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网，可转载） 

https://www.voachinese.com/a/MSCI-Chinese-companies-indexes-20210126/5752800.html 

 

2. “达沃斯议程”线上对话开幕 多国领导人发表讲话 

2021 年 1 月 26 日 

2021 年 1 月 25 日至 29 日，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在线举行，包括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多边组织负责人以及学术界和公民社会成员在内的

1,000 多名全球领袖人物出席会议，共同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技术挑战。

此次对话的主题是“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任”，旨在动员全球领导人开展合作，共同制

定新形势下的原则和政策，建立必要的合作伙伴关系。 

多国领导人已在此次视频会议期间发表讲话，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德国总理默克尔、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印度总理莫迪等。其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北京时间 1 月 25 日晚发表

了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指出当今世界全球公共卫生面临

严重威胁，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人类经历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他强调摆脱当前挑战的

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的讲话被认为可能为未来 4 年的中美关系定下基调。对此，美国新任总统拜登表示，

美国准备再度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摒弃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并承诺与盟友合作。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网，可转载） 

https://www.voachinese.com/a/Davos-agenda-summit-20210125/5750898.html 

 

3. 芯片行业组织 SEMI 呼吁拜登政府审查限制对华技术出口的规定 

https://www.voachinese.com/a/MSCI-Chinese-companies-indexes-20210126/5752800.html
https://www.voachinese.com/a/Davos-agenda-summit-20210125/57508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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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26 日 

2021 年 1 月 25 日，全球半导体设备和装置制造商组织 SEMI 呼吁审查特朗普政府时期颁

行的出口管制政策，并敦促即将上任的美国商务部长在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向中国出售美国

技术方面与盟友合作。该组织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单边规定形成的潜在利益逐渐消失，给美

国的半导体行业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并使美国出口商容易受到他国政府的同等“报复”。 

在致美国商务部长提名人雷蒙多（Gina Raimondo）的信中，SEMI 总裁马诺查（Ajit 

Manocha）指出，越来越多的外国竞争对手以“不受美国出口管制”作为推销产品的手段，损

害了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力。该封信指出，特朗普政府在几乎没有公开征求意见，也无明

确总体政策的情况下就实施相关出口管制规定，导致了半导体行业的巨大损失。该组织敦促

商务部长提名人迅速纠正该限制规定，并要求拜登政府迅速减少许可证申请的积压。  

（来源：《路透社》中文网，可转载） 

https://cn.reuters.com/article/usa-china-chip-industry-0126-idCNKBS29V04F 

 

4. 美扩大对部分中国公司的投资禁令或影响 600 亿美元债券 

2021 年 1 月 23 日 

近日，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在其发布的分析报告中称，美国对“中共涉军

企业”实施的投资禁令（第 13959 号行政令），将可能因为强制出售债券而导致资金大量外

流。该报告认为，若财政部采取进一步行动，预计将有价值 550 亿到 600 亿美元的债券会受

到影响。 

摩根大通称，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化工集团公司（China National Chemical Corporation，

中国化工）发行的债务上。据计算，中国化工已在第 13959 号行政令发布后强制出售了价值

10 亿美元的债券，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因受影响的投资者抛售所持债券而流失 13 亿美元。除

此之外，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拥有 195 亿美元的债务，其中超过 32 亿美元的债

务由美国境内的基金所持有。如果将范围扩大到所有在美资产管理公司，则第 13959 号行政

令可能会进一步影响 35 亿美元的债务。 

摩根大通认为，对被制裁公司而言，失去美国投资者对其影响有限。其认为，该等公司

对离岸投资者的依赖程度很低，离岸美元债券在其资本结构中占比有限。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网，可转载） 

https://www.voachinese.com/a/jpmorgan-/5748913.html 

 

5. 美国提议延长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2021 年 1 月 22 日 

https://cn.reuters.com/article/usa-china-chip-industry-0126-idCNKBS29V04F
https://www.voachinese.com/a/jpmorgan-/57489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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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21 日，美国计划向俄罗斯提出把原定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到期的《新削减战

略武器条约》延长五年。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于 21 日下午向俄罗斯驻

美大使安东诺夫（Anatoly Antonov）提出这一提议。此举可能会受到俄罗斯以及美国在欧盟

友的支持。 

该条约是 2010 年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的。根据该协

议，美俄两国部署的核弹头均不得超过 1,550 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应延长和扩大该条约，以示其进一步加强军备控制的决心。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网，可转载）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Russia-Nuclear-treaty-20210121/5746982.html 

 

6. 旅西华人银行卡信息被泄露 律师解读如何维权 

2021 年 1 月 23 日 

近期，大量旅西中国公民的信用卡详细资料被公开拍卖，引起华人群体的震惊。《欧洲

时报》采访了西班牙中国律师事务所主任季奕鸿律师。季律师认为，泄露客户的信用卡数

据，属于对用户隐私保护不当。不仅有民事责任，也属于刑事责任，还违反了西班牙的信息

保护法。受害者可以去西班牙数据保护局（简称“AEPD”）起诉。 

据了解，这次受害者不仅有住在西班牙的侨胞，还有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

家的侨胞。而这些受害人的共同点就是曾在某些 APP 上注册过并绑定了银行卡。与此同时，

由于银行卡被盗刷后人心惶惶，大家都想知道自己的信息是否属于被泄露，因此，造成这份

Excel 正在被大量转发。 

（来源：《欧洲时报》，可转载）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qj/qjnews/2021-01-23/802555471356764160.html 

 

7. 中法两国政界大咖探讨新形势下中欧合作事宜 

2021 年 1 月 22 日 

2021 年 1 月 21 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同法国桥智库合作主办“新形势下中欧合作视频研

讨会”。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博科娃、

法国前工业部长卢斯、前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前法国外交部前非洲司司长孔佩兹、盖茨基金

会成员哈吉和泰雷兹集团前副总经理康坦等出席研讨会并致辞。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认为，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博

科娃特别赞许了中国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发展成果以及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的成绩。她强调

不少成绩是中国在新冠疫情的困难背景下完成的，堪称他国榜样。法国前工业部长卢斯赞扬

了中国多方面的惊人发展。前法国驻华大使白林提到特朗普在执政期间因疫情管理失败，而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Russia-Nuclear-treaty-20210121/5746982.html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qj/qjnews/2021-01-23/8025554713567641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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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责任推给中国来转移视线，她相信换作拜登肯定会采取“更聪明”的方式，不过中美之间

的对立无可避免。希望未来看到欧盟能与中国、美国形成“三足鼎立”的平衡关系。 

（来源：《欧洲时报》，可转载）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Indepth/sole/2021-01-21/802060072950964224.html 

 

8. “郑欧班列”往返波兰卡托维兹站点开通 

2021 年 1 月 21 日 

自波兰卡托维兹发出满载 41 组集装箱的“郑欧班列”1 月 20 日晚抵达郑州，标志着“郑

欧班列”境外目的站点又增一城并实现往返对开。 

中新社报道，此行班列运载货物包括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纺织品、电子设备等，途经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自阿拉山口入境后最终抵达郑州。 

卡托维兹是位于波兰西南部的重要城市，也是中东欧的重要物流枢纽。据此班列主体运

营方郑州国际陆港公司副总经理郭新年介绍，该站点的开通使“郑欧班列”对波兰及周边国

家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对拓宽欧洲市场、丰富贸易通道，提供了更便利的物流支撑。 

近年来，郑州作为中国中东部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架起了中原地区乃至全国与欧

洲市场互联互通的贸易桥梁。郑州国际陆港方面称，将以波兰卡托维兹新站点开通为契机，

持续推进“郑欧班列”提质增效扩量，不断开发新线路完善境内外网络，扩大境外辐射国家

和地区。 

据统计，2020 年“郑欧班列”全年开行 1126 班，班次同比增长 13%，货值同比增长

27%。 

（来源：《欧洲时报》，可转载）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ouzhong/ouzhongnews/2021-01-

21/801779780369522688.html 

 

9. 华人返乡路屡遭惊扰 巴黎机场错检案曝更多“冤情” 

2021 年 1 月 20 日 

2021 年 1 月 19 日，49 名中国旅客在巴黎机场被错误检测为“新冠阳性”事件有了进一

步发展。据法国媒体报道，49 名中国旅客 1 月 17 日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前往中国时，在机

场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在经过 18 日新一轮检测后，49 名旅客的检测结果转为阴性。戴

高乐机场方面表示将承担此次检测事故的全部责任，并承担 49 名乘客的所有费用。 

目前，49 人中已有 8 人搭乘航班离开法国，余下 41 人仍滞留法国。滞留人员目前均已得

到妥善隔离安置，基本生活物资充裕，并将在 1 月 20 日再次接受病毒检测。中国驻法国大使

馆对此事表示高度关注，亦在积极进行协调。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Indepth/sole/2021-01-21/802060072950964224.html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Indepth/sole/2021-01-21/802060072950964224.html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ouzhong/ouzhongnews/2021-01-21/801779780369522688.html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ouzhong/ouzhongnews/2021-01-21/801779780369522688.html


2021 年 1 月第 4 期 

 5 

欧时记者 19 日了解到，在此次“49 名中国旅客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被检出新冠阳性”事

故发生之前，多名从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尼日利亚等不同国家飞抵巴黎，计划转机前往中

国的中国旅客在巴黎戴高乐机场也曾遭遇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情况，这些旅客目前均滞留巴

黎，其中部分因核酸检测呈阳性而在酒店接受隔离，部分因 igm 检测（血清检测）呈阳性滞

留机场或返回始发国。 

（来源：欧洲时报，可转载）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europe/france/2021-01-19/801307018928594944.html 

 

10. 中国成为德国第二大出口市场 

2021 年 1 月 20 日 

中国市场对德国出口商来说，越来越具吸引力。德国工商大会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发布

的 2020 年度评估报告显示，中国已经取代法国，成为德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专家们普遍认

为，今后数年内，中国作为第二大德国出口市场的地位将不会受到挑战。目前，美国仍是德

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尽管受疫情影响，德国 2020 年仍向美国出口了价值 1030 亿欧元的产

品，对华出口则为 950 亿欧元，出口总额基本同疫情前的 2019 年持平。对法国的出口总额为

910 亿欧元。 

去年年初，尽管新冠疫情最先在中国城市武汉爆发，但由于中国采取了强硬措施，使得

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因此，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经济最先得以复苏，同时也使中国企业的

国际市场份额得以进一步扩大。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只有中国经济实现了明显的增长。 

今年年初，德国工商大会对大约一万多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大约 30%的受访企业相

信出口业务会进一步好转，大约 22%的企业则认为出口业务有所回落。尤其是制药、化工、

电子和机械制造行业对出口业务的前景非常乐观。相比之下，去年秋季进行的问卷调查中，

只有 26%的企业对出口前景持乐观态度，30%的受访企业则持悲观态度。企业的投资意愿有

所提升，但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准。 

（来源：德国之声，无授权不得擅自使用） 

https://m.dw.com/zh/%E4%B8%AD%E5%9B%BD%E6%88%90%E4%B8%BA%E5%BE%B

7%E5%9B%BD%E7%AC%AC%E4%BA%8C%E5%A4%A7%E5%87%BA%E5%8F%A3%E5%B8

%82%E5%9C%BA/a-56275225 

 

11. 俄罗斯即将提高小麦出口税至 50 欧元 同时调整各谷物税费政策 

2021 年 1 月 27 日 

 2021 年 1 月 26 日，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签署了一项法令，计划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将

小麦出口税提高到每吨 50 欧元，并从 3 月 15 日起对玉米和大麦征收税费（分别为每吨 25 欧

元和每吨 10 欧元），俄政府网站上发布了相关文件。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europe/france/2021-01-19/801307018928594944.html
https://m.dw.com/zh/%E4%B8%AD%E5%9B%BD%E6%88%90%E4%B8%BA%E5%BE%B7%E5%9B%BD%E7%AC%AC%E4%BA%8C%E5%A4%A7%E5%87%BA%E5%8F%A3%E5%B8%82%E5%9C%BA/a-56275225
https://m.dw.com/zh/%E4%B8%AD%E5%9B%BD%E6%88%90%E4%B8%BA%E5%BE%B7%E5%9B%BD%E7%AC%AC%E4%BA%8C%E5%A4%A7%E5%87%BA%E5%8F%A3%E5%B8%82%E5%9C%BA/a-56275225
https://m.dw.com/zh/%E4%B8%AD%E5%9B%BD%E6%88%90%E4%B8%BA%E5%BE%B7%E5%9B%BD%E7%AC%AC%E4%BA%8C%E5%A4%A7%E5%87%BA%E5%8F%A3%E5%B8%82%E5%9C%BA/a-5627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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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政府在 2020 年 12 月底因俄食品价格上涨而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在 2021 年 2

月 15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小麦、黑麦、大麦和玉米的出口配额规定为 1750 万吨。 

在同一时期，即 2 月 15 日至 6 月 30 日，征收谷物出口税。最初，配额框架内的小麦税费

为每吨 25 欧元，其他作物的税费为零。配额取样后，小麦、黑麦、大麦和玉米的税率将占关

税价格的 50％，但每吨不少于 100 欧元。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新闻处援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的话消息，俄罗斯将在必要时继续调整谷

物出口调节机制。 

（来源：中俄资讯网，可转载） 

http://www.chinaru.info/zhongejmyw/jingmaozhengce/63075.shtml 

 

12. 中乌就建立自贸区迈出第一步 

2021 年 1 月 26 日 

乌克兰副外长德米特里·谢尼克表示，乌克兰与中国在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上取得了第一

步进展。 

2018 年，乌克兰提议就建立乌克兰-中国自贸区问题展开联合磋商。 

在接受乌克兰国家通讯社采访时他说：“与中国的自贸区建设，进程已经启动。2020 年 12

月举行的乌中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双方在启动两国间优惠贸易制度谈判方面迈出

了第一步。” 

谢尼克表示，在建立自贸区问题上，乌克兰外交部正在与越南、印度尼西亚接触，正在寻

求与澳大利亚的合作。 

（来源：中俄资讯网，可转载） 

http://www.chinaru.info/zhongejmyw/jingmaojujiao/63062.shtml 

 

13. 俄外贝加尔边疆区恢复从中国进口工业品 

2021 年 1 月 26 日 

2021 年 1 月 25 日，外贝加尔边疆区政府代理副总理阿基申对媒体表示，通过外贝加尔边

疆区口岸进口中国商品的工作已经恢复。俄罗斯收货人预计将收到超过 6000 吨的中国商品。 

他解释说：“规划与发展部一月收到俄罗斯各运输公司的众多呼吁。满洲里关闭了接收和

运输工业品，包括机械、设备和医疗用品的森富物流园区。我们在几天之内与中国当局建立了

联系并恢复了进口。运输公司告诉我们，自 1 月 24 日以来，他们一直在向外贝加尔边疆区运

送货物。”公告中指出，俄罗斯收货人期望从中国获得超过 6000 吨的货物。 

2020 年 12 月，外贝加尔边疆区政府与满洲里政府共同制定并实行新的组织货车运输的计

划，这排除了俄罗斯和中国公民间接触的可能性，降低了新冠病毒感染传播的风险。1 月 10 日，

满洲里市当局暂停了工业品的出口。外贝加尔边疆区政府呼吁满洲里市政府恢复向俄罗斯出口

http://www.chinaru.info/zhongejmyw/jingmaozhengce/63075.shtml
http://www.chinaru.info/zhongejmyw/jingmaozhengce/63075.shtml
http://www.chinaru.info/zhongejmyw/jingmaojujiao/630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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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可转载） 

http://sputniknews.cn/russia_china_relations/202101261032961290/ 

 

14. 白罗斯和中国共同讨论服务贸易领域的接触前景 

2021 年 1 月 25 日 

白通社从白罗斯驻北京外交使团获悉，1 月 25 日，白罗斯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

全权大使先科会见了中国服务贸易协会（CATIS）秘书长仲泽宇。 

会见中，双方讨论了服务贸易领域中双边贸易与经济合作的热点问题。白罗斯大使和协会

负责人就电子商务、运输、物流和金融发展方面的合作达成协议。 

先科注意到白罗斯方面准备积极参加该协会的活动，并强调了旨在促进向中国市场出口优

质白罗斯产品的现代合作机制的重要性。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秘书长对会议上讨论的建议的切实

执行表示重视。 

（来源：白通社，可转载） 

https://chn.belta.by/economics/view/-11000-2021/ 

 

15. 乌克兰支持 WTO 成员关于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联合声明 

2021 年 1 月 22 日 

1 月 21 日，包括欧盟成员国和乌克兰在内的大约 80 个 WTO 成员发表联合声明，称世贸

组织成员将不对世界粮食计划署为非商业人道主义目的购买的食品施加出口禁止或限制。乌克

兰的经济发展，农业和贸易部的新闻机构报道说，相应的联合声明得到包括乌克兰在内的约 80

个 WTO 成员的支持。 

如前所述，在 2020 年 12 月的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会议上，成员国未能找到支持该决定

的折衷办法后决定做出联合声明，该决定对本组织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 

乌克兰的经济发展，农业和贸易部强调，乌克兰是某些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对全球

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了贡献，特别重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消除饥饿，实现

粮食安全和改善营养并促进可持续农业。 

考虑到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蔓延而导致的情况，限制出口的措施，即使是那些可以在世

贸组织规则下合理的措施，破坏区域和全球供应链，减少农业生产的动力，造成不稳定和价格

上涨，可能导致粮食短缺并威胁全球粮食安全。 

乌克兰经济发展，贸易和农业部长 Ihor Petrashko 表示，其赞赏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粮

食计划署）为解决世界饥饿和粮食短缺，在最关键时刻改善最弱势群体的食品质量和生活水平

所作的努力。与此同时，其认识到，出口限制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造成了障碍。 

（来源：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可转载） 

http://sputniknews.cn/russia_china_relations/202101261032961290/
https://chn.belta.by/economics/view/-1100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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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krinform.net/rubric-economy/3176072-ukraine-supports-joint-statement-of-wto-

members-relating-to-world-food-programme.html 

 

16. 印尼镍矿出口禁令生效后 仍为中国第二大镍矿供应国 

2021 年 1 月 25 日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去年印尼镍矿运抵中国的总量为 340 万吨。相比 2019 年下降

了 85.8％，但仅次于菲律宾的 3198 万吨。 

印尼在 2020 年 1 月和 2 月的装运量合计为 198 万吨，这应是该禁令于 2020 年 1 月 1 日生

效前的最后一批离开印尼的货物，尽管其中有些可能已由于疫情限制而推迟。 

2020 年 1 月 1 日，印尼颁布了镍矿出口禁令，以强迫镍矿石在印尼国内加工。数据显示，

1 月至 11 月印尼对中国的镍矿出口量为零。 

中国海关总署和印尼矿业部官员没有对上述情况做出解释，但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

存在以铁矿石出口，但以镍矿石进口到中国的情况。 

分析师 Ellie Wang 认为，这些货物通常为镍含量约为 1％但铁含量超过 50％的矿石，对印

尼政府而言，这些产品为铁矿石。她补充说，中国一些不锈钢公司进口后在海关将这些货物申

报为镍矿。“不锈钢公司可以将矿石与其他等级的矿石混合，然后生产低等级的含镍生铁。”  

（来源：雅加达邮报，可转载）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21/01/20/indonesia-stays-chinas-second-biggest-nickel-

ore-supplier-despite-export-ban.html 

 

17. 中国在柬埔寨风电项目通过可行性研究 

2021 年 1 月 25 日 

据海事集团新闻发布，兴兰海事能源有限公司（XME）在柬埔寨蒙杜基里省（Mondulkiri）

投资 2 亿美元的 100MW 陆上风力发电项目已经通过了可行性研究，该项目将为柬埔寨工业带

来生机。 

2019 年 5 月，柬埔寨矿产和能源部授权 XME 在柬埔寨东北山区走廊进行项目第一阶段研

究。海事集团首席运营官 Kong Vara 此前对《邮报》表示，由柬埔寨和中国专家组成的技术团

队一直在与相关机构进行紧密合作，以确保其项目符合技术标准要求。 

据估计，蓄电和配电站的建设以及将项目连接到蒙杜基里省的其他变电站所需的基础设施

将需要 18-24 个月。根据矿产和能源部的数据，柬埔寨在 2019 年总共生产了 11,261 GWh 的电

力，比 2018 年的 9,427 GWh 增长了 21％。 

（来源：金边邮报，可转载） 

https://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mondulkiri-wind-farm-passes-first-test 

 

https://www.ukrinform.net/rubric-economy/3176072-ukraine-supports-joint-statement-of-wto-members-relating-to-world-food-programme.html
https://www.ukrinform.net/rubric-economy/3176072-ukraine-supports-joint-statement-of-wto-members-relating-to-world-food-programme.html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21/01/20/indonesia-stays-chinas-second-biggest-nickel-ore-supplier-despite-export-ban.html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21/01/20/indonesia-stays-chinas-second-biggest-nickel-ore-supplier-despite-export-b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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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东盟取代香港成为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 广东将利用 RCEP 等机制开拓东盟日韩市场 

2021 年 1 月 24 日 

2021 年 1 月 24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24 日在广州开幕，广东省省

长马兴瑞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广东将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投资协定

等重大机制，大力开拓东盟、日韩等区域市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 

广东省统计局当天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 年广东货物进出口总额 70844.8 亿元人民币(下

同)，同比下降 0.9%，降幅比前三季度收窄 0.7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43498.0 亿元，增长 0.2%，

增速实现由负转正。贸易顺差 16151.2 亿元，比上年扩大 803.51 亿元。 

稍早前，中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的通报显示，据海关统计，2020 年广东对东盟进出口 1.09

万亿元，增长 6.5%，东盟超越香港成为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同年，广东对中国香港进出口 1

万亿元，下降 8.8%，对美国、欧盟和中国台湾进出口分别增长 4%、1%和 7.9%。此外，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1.76 万亿元，增长 2.3%。 

（来源：中国新闻网，可转载） 

http://www.chinanews.com/cj/2021/01-24/9395168.shtml 

 

19. 2020 年中国成为日本唯一出口增长对象国 

2021 年 1 月 23 日 

2021 年 1 月 21 日，日本财务省发表 2020 年贸易统计速报，当年日本出口额为 68.4066 万

亿日元，同比下降 11.1%，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汽车出口下降 20%，总出口额创历史第三

降幅。 

中国是日本唯一的出口增长对象国，同比增长 2.7%，出口额达到 15.829 万亿日元，汽车

及零部件、有色金属等对华出口均有增加。特别是 2020 年 12 月对华出口额为 1.5567 万亿日

元，同比增长 10.2%，实现了连续 6 个月对华出口增加。对华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量的 22%，不

仅超过了 2010 年以来 17%至 19%的占比，也超过对美出口 18.4%的占比，中国再次成为日本最

大贸易伙伴。 

日本媒体分析认为，中国较早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经济恢复快，国内消费旺盛，是对华

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可转载） 

http://www.ce.cn/cysc/newmain/yc/jsxw/202101/23/t20210123_36251249.shtml 

 

20. 越南首次成为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 

2021 年 1 月 23 日 

越通社 2021 年 1 月 23 日报道，据中国海关总署 1 月 14 日公布的数据，尽管新冠肺炎大

流行造成了许多困难，但中国对外贸易额仍增长近 2％，使中国成为 2020 年全球唯一实现商品

http://www.chinanews.com/cj/2021/01-24/93951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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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越南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 

据《越南之声》的报道，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越南与中国的双边贸易

额达创纪录的 1922 亿美元，增长 18.7％。其中，越南对中国的出口额增长 22.4％。 

越南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陶越英评价说，这是双方贸易交流取得的乐观成果。他说：“越

南继续是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越南连续超过澳大利亚、德

国，成为中国的全球第六大贸易伙伴。” 

陶越英认为，领导人的指导克服了两国贸易合作、货物交流遇到的困难。此外，双方最大

限度加强两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互补性，也为两国贸易额持续稳定增长创造了重要前提。陶越英

认为，2021 年及今后若干年越南与中国的贸易合作潜力仍然巨大，因为两国的贸易合作保持了

稳定发展的势头。 

陶越英补充：“2019 年，中国批准越南乳制品进军该国市场，2020 年为凉粉草。目前，越

南有关部门正继续谈判，希望中国早日允许越南燕窝、榴莲、紫番薯等高附加值优势产品进军

其市场。中方正式开放市场后，将为越南对中国的出口活动创造新的亮点，有助于改善越南对

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 

此外，分别于 2019 年和 2020 年生效的《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和《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VFTA），以及最近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将成为吸引中国大型企业对越投资并把生产线转移到越南的“磁铁”。同时，这也是促

进两国贸易合作继续发展的因素之一。 

（来源：越通社，可转载） 

https://zh.vietnamplus.vn/%E8%B6%8A%E5%8D%97%E9%A6%96%E6%AC%A1%E6%88%

90%E4%B8%BA%E4%B8%AD%E5%9B%BD%E7%AC%AC%E5%85%AD%E5%A4%A7%E8%B

4%B8%E6%98%93%E4%BC%99%E4%BC%B4/134282.vnp 

 

二、媒体评论 

 

1. 美国宣布重返《巴黎气候协定》 履行减排承诺困难重重 

2021 年 1 月 22 日 

2021 年 1 月 20 日，美国当选总统拜登（Joe Biden）在就职后的数小时内宣布美国重新加

入《巴黎气候协定》，此举受到了全球各国领导人的支持，但重新确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以及履行美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势必将面临挑战。 

中国和其他国家已在近期增强了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企业也在大力投资于可在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下、促进全球经济运转所需的技术，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在持续上

升。据此，追踪减排承诺进展的组织质疑，许多已签署巴黎协定的国家目前是否在按计划去达

https://zh.vietnamplus.vn/%E8%B6%8A%E5%8D%97%E9%A6%96%E6%AC%A1%E6%88%90%E4%B8%BA%E4%B8%AD%E5%9B%BD%E7%AC%AC%E5%85%AD%E5%A4%A7%E8%B4%B8%E6%98%93%E4%BC%99%E4%BC%B4/134282.vnp
https://zh.vietnamplus.vn/%E8%B6%8A%E5%8D%97%E9%A6%96%E6%AC%A1%E6%88%90%E4%B8%BA%E4%B8%AD%E5%9B%BD%E7%AC%AC%E5%85%AD%E5%A4%A7%E8%B4%B8%E6%98%93%E4%BC%99%E4%BC%B4/134282.vnp
https://zh.vietnamplus.vn/%E8%B6%8A%E5%8D%97%E9%A6%96%E6%AC%A1%E6%88%90%E4%B8%BA%E4%B8%AD%E5%9B%BD%E7%AC%AC%E5%85%AD%E5%A4%A7%E8%B4%B8%E6%98%93%E4%BC%99%E4%BC%B4/134282.v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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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设定的减排目标。不过，由于中国、欧盟和美国全都同时重视这一问题，人们还是对能够

取得进展抱有谨慎的期待。 

《巴黎气候协定》旨在通过联合行动，在 2050 年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争取将全球

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不超过 2 摄氏度，最好不超过 1.5 摄氏度，从而降低气候变化的影响。该

协议由美国和其他 190 多个国家于 2010 年共同签署，每个签约国都设定了各自在特定日期前

需完成的减排目标。美国是在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执政时期加入的该协议，然后在特

朗普（Donald Trump）担任总统期间退出，现又将在拜登的领导下回归。 

据能源和经济研究机构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初步估测，美国去年的排放量较 2005

年的水平降低了 21.5%；按照这一进度将难以实现该国早期制定的目标，即到 2025 年减排 26%-

28%，到 2050 年减排 80%。不仅如此，自美国 2019 年 11 月宣布打算退出巴黎协定以来，部分

国家已上调了各自的目标。例如，欧盟提高了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并承诺到 2050 年实

现完全碳中和。2020 年，中国政府承诺到 2030 年其碳排放将达到峰值，到 2060 年将实现碳中

和。 

综上所述，拜登的新政府要做出类似承诺、加快温室气体减排将面临更大压力，并需为实

现这一目标制定详细完善的政策框架。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可转载） 

https://cn.wsj.com/articles/%E6%8B%9C%E7%99%BB%E8%BF%85%E9%80%9F%E8%AE

%A9%E7%BE%8E%E5%9B%BD%E9%87%8D%E8%BF%94%E5%B7%B4%E9%BB%8E%E6%B

0%94%E5%80%99%E5%8D%8F%E5%AE%9A%EF%BC%8C%E4%BD%86%E9%87%8D%E6%

96%B0%E7%A1%AE%E7%AB%8B%E9%A2%86%E5%AF%BC%E5%9C%B0%E4%BD%8D%E5

%B0%86%E6%A0%BC%E5%A4%96%E8%89%B0%E9%9A%BE-11611288914?tesla=y 

 

2. 一百万亿元的热效应与冷思考 

2021 年 1 月 20 日 

中国国家统计局 1 月 18 日公布，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 101.6 万亿元（人民币，下同），

同比增长 2.3%。这是中国 GDP 首次超越 100 万亿大关。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断崖式下滑，在此背景下，中国能实现 V

型复苏实属不易，外媒预计中国将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甚至称“对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以更大经济规模走出疫情，是这戏剧性一年的顶点”。 

100 万亿有多少？横向上看，这相当于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四大主要经济体 GDP 总

和，折算美元 GDP 约相当美国的 71.4%（IMF 估算）；纵向上看，时间轴拉回到 1950 年，

中国社会总产值 683 亿元；而从 2000 年 GDP 突破 10 万亿元，到如今的突破百万亿元、人均

GDP 超 1 万美元，20 年时间实现 10 倍的增长……这样的成绩的确令人瞩目。 

https://cn.wsj.com/articles/%E6%8B%9C%E7%99%BB%E8%BF%85%E9%80%9F%E8%AE%A9%E7%BE%8E%E5%9B%BD%E9%87%8D%E8%BF%94%E5%B7%B4%E9%BB%8E%E6%B0%94%E5%80%99%E5%8D%8F%E5%AE%9A%EF%BC%8C%E4%BD%86%E9%87%8D%E6%96%B0%E7%A1%AE%E7%AB%8B%E9%A2%86%E5%AF%BC%E5%9C%B0%E4%BD%8D%E5%B0%86%E6%A0%BC%E5%A4%96%E8%89%B0%E9%9A%BE-11611288914?tesla=y
https://cn.wsj.com/articles/%E6%8B%9C%E7%99%BB%E8%BF%85%E9%80%9F%E8%AE%A9%E7%BE%8E%E5%9B%BD%E9%87%8D%E8%BF%94%E5%B7%B4%E9%BB%8E%E6%B0%94%E5%80%99%E5%8D%8F%E5%AE%9A%EF%BC%8C%E4%BD%86%E9%87%8D%E6%96%B0%E7%A1%AE%E7%AB%8B%E9%A2%86%E5%AF%BC%E5%9C%B0%E4%BD%8D%E5%B0%86%E6%A0%BC%E5%A4%96%E8%89%B0%E9%9A%BE-11611288914?tesla=y
https://cn.wsj.com/articles/%E6%8B%9C%E7%99%BB%E8%BF%85%E9%80%9F%E8%AE%A9%E7%BE%8E%E5%9B%BD%E9%87%8D%E8%BF%94%E5%B7%B4%E9%BB%8E%E6%B0%94%E5%80%99%E5%8D%8F%E5%AE%9A%EF%BC%8C%E4%BD%86%E9%87%8D%E6%96%B0%E7%A1%AE%E7%AB%8B%E9%A2%86%E5%AF%BC%E5%9C%B0%E4%BD%8D%E5%B0%86%E6%A0%BC%E5%A4%96%E8%89%B0%E9%9A%BE-11611288914?tesla=y
https://cn.wsj.com/articles/%E6%8B%9C%E7%99%BB%E8%BF%85%E9%80%9F%E8%AE%A9%E7%BE%8E%E5%9B%BD%E9%87%8D%E8%BF%94%E5%B7%B4%E9%BB%8E%E6%B0%94%E5%80%99%E5%8D%8F%E5%AE%9A%EF%BC%8C%E4%BD%86%E9%87%8D%E6%96%B0%E7%A1%AE%E7%AB%8B%E9%A2%86%E5%AF%BC%E5%9C%B0%E4%BD%8D%E5%B0%86%E6%A0%BC%E5%A4%96%E8%89%B0%E9%9A%BE-11611288914?tesla=y
https://cn.wsj.com/articles/%E6%8B%9C%E7%99%BB%E8%BF%85%E9%80%9F%E8%AE%A9%E7%BE%8E%E5%9B%BD%E9%87%8D%E8%BF%94%E5%B7%B4%E9%BB%8E%E6%B0%94%E5%80%99%E5%8D%8F%E5%AE%9A%EF%BC%8C%E4%BD%86%E9%87%8D%E6%96%B0%E7%A1%AE%E7%AB%8B%E9%A2%86%E5%AF%BC%E5%9C%B0%E4%BD%8D%E5%B0%86%E6%A0%BC%E5%A4%96%E8%89%B0%E9%9A%BE-11611288914?tes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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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万亿从哪里来？它映射出中国高层的决策与每个个体为之付出的努力。从逆行的白

衣战士，到寒风中手持测温枪的志愿者……有效防控疫情成为中国经济深蹲起跳的基石；从

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到直播间里为家乡特产带货的主播，再到大屏幕两端的商界精

英……迅速崛起的新业态、新经济成为经济新引擎；从流水线上组装零件的工人，到实验室

里的科研人员……制造业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从起降的航班，畅通的航道，到开行逾

万列的中欧班列，一条条连通中外的贸易动脉为进出口复苏按下“快进键”。 

100 万亿到哪里去？它投射到民众的获得感上，也为世界带来机会。从乡村田间的一个

个致富故事，到海南自贸港“买买买”的热闹场景……2020 年，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民众可

支配收入增加，就业稳定。中国已不仅仅是世界工厂，还是“超大市场”。不断壮大的中产

阶层以及向消费驱动型转变将有助于全球贸易发展，也为众多跨国公司创造了大额利润。正

如瑞士经济学家菲利普·内尔所说，中国已成为全球多个行业和经济部门的增长引擎；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中欧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服贸会、进博

会、东博会等接连登场，成为中外在深化供应链合作、资本融通和构筑多边机制方面的生动

注脚；而不断开放扩容的中国股市、债市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难得的避风港和增值机会。 

100 万亿在刷了一波热度后，也留下冷思考。 

比如，中国 GDP 总量虽突破百万亿元，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

差距等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 

再如，中国的创新能力仍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当前的科技创新，已成为影响和改变

世界经济版图的关键变量，中国需要加大创新力度，解决发展面临的科技领域难题，将经济

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此外，数据显示，有效控制住疫情流行的中国经济的复苏，仍以投资和出口等传统增长

动能为主导。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消费应在中国的发展中占比更多，发挥更多效能。因而，

中国需要重点面向国内消费和需求，挖掘和释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拉动需求的改革与政策的实施来推动经济实现新的目标。中国高层提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理念，将其作为未来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最

优选择，这也是中国经济需要进行的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和体制性改革中的首要改革。 

不可否认，2021 年疫情形势仍是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主要变量，国际环境中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中国上下既要乐观面对、大胆创新，也需清醒认识、谨慎前行。 

（来源：《欧洲时报》，可转载）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voice/commented/2021-01-

19/801331322072342528.html 

 

3. 美元在 2021 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数字人民币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voice/commented/2021-01-19/801331322072342528.html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voice/commented/2021-01-19/8013313220723425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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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27 日 

卫星通讯社旗下盛宝银行（Saxo Bank）第一季度展望显示，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美元面临

的主要挑战是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失去信心以及中国尝试用数字人民币 （数字货币电子支付

（DCEP））作为贸易结算手段取代美元。 

专家认为，如果全世界开始对美国财政部失去信心，则美元确实将面临麻烦。 

展望中说：“麻烦的产生可能源自实际利率为负、各种实物资产增长以及投资者逃离与美

元挂钩的长期无风险资产，比如财政部证券和国债”。 

盛宝银行外汇策略主管哈迪（John Hardy）指出，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还面临另一

个挑战。他说：“中国正在寻求在与其他国家贸易关系中引入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或

者‘数字人民币’，以取代美元。” 

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的成功部署可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全球货币体系最

重要的变化。哈迪指出，土耳其里拉、俄罗斯卢布和南非兰特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外币投资方

向之一。 

（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可转载） 

http://sputniknews.cn/economics/202101271032970356/ 

 

4. 越共十三会召开在即 平衡中美关系成为看点 

2021 年 1 月 21 日 

路透社日前发布评论文章，对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分析。本次大会将

于 1 月 25 日至 2 月 2 日召开，届时将选出新一届领导层。本次大会的重点将会集中于越南在

未来如何平衡越南与中国、美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越南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 

由于中美贸易战，全球贸易转向使越南受益，越南正稳步成长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技术制造

中心、制衣中心，在疫情之后经济有望获得快速复苏。 

在过去五年中，越南的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平均为 6.0％，尽管疫情导致了

其他国家经济崩溃，而越南的 GDP 在 2020 年仍增长了 2.9％。 

目前越南共有 1,500 多个新冠病例，共 35 个死亡案例。在过去一年中，越南的经济已超越

亚洲许多地区，并且计划在未来五年中 GDP 平均增长 7.0％。分析师 Le Hong Hiep 认为，越南

领导层需要学会如何减少负面影响、把握时机，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贸易、投资转向。 

近年来美越关系日趋升温，但存在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在去年年底将越南

与越南的贸易逆差大幅扩大，指控越南为货币操纵国，因而提高了美国对越南商品关税。美越

贸易逆差从 2019 年的 470 亿美元扩大到 2020 年的 630 亿美元。 

美国贸易代表本月初表示，越南降低其汇率的行为“不合理”，限制了美国贸易，但没有

立即采取行动实施惩罚性关税，这一决定权留在拜登政府掌控中。对此，观察家 Ha Hoang Hop

认为，越南需要与美国保持沟通，以更好地理解拜登政府，同时，越南还应认真地检讨其贸易、

http://sputniknews.cn/economics/20210127103297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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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和做法。 

尽管越南和中国多年来一直存在南海争端，中国仍然是越南制造业最大的材料和设备来源。

分析师 Le Hong Hiep 认为，越南领导层清晰认识到中国对于越南国防安全和经济的重要性，

这促使着越南“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点”。 

观察家 Ha Hoang Hop 认为，越南未来五年的领导人团队面临的其他挑战还包括落实自由

贸易协定所需的改革，以及建立更全面、更积极的外交政策。 

（来源：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vietnam-politics-congress-idUSKBN29Q0ES 

 

三、专家评议 

1. 拜登时代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研究与分析 

2021 年 1 月 22 日 

2021 年 1 月 21 日，伴随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入主白宫，美国政府正式进入拜登时代。在此

背景下，熟悉中美情况的中国官员和业内分析人士认为，中美关系将有所缓和，双方在“施

压+竞争+合作”的总体大方向下，经贸领域将成易修复地带。 

分析人士指出，考虑到拜登新政府首先将着手美国新冠疫情控制和经济复苏，因此中美

在贸易、人文、全球治理领域的共同利益将成为双边关系得到缓解的有利因素，特别是经贸

领域。在后疫情时代，双方有望加强贸易投资合作，甚至展开重新对话。 

全球化智库（CCG）发布最新报告认为，拜登政府将以回归多边主义开启其对外政策的

新篇章，在全球治理、地区安全和自由贸易三个领域重新回到多边的舞台，对华政策趋于理

性，多边合作领域扩宽。 

首先，美国总统拜登在 1 月 20 日宣誓就职后立刻签署 15 项行政令，废除其前任特朗普

的一些政策，包括宣布重返巴黎气候协定、着手应对新冠大流行和气候变化问题，在联邦机

构中并针对联邦雇员颁布强制佩戴口罩的规定，成立新的白宫办公室，负责协调疫情应对工

作以及重返世卫组织。 

而在市场方面，亚股周四涨至纪录新高，尾随美股走势；投资人看好拜登政府会有更多

经济刺激举措来抵销疫情冲击，美元等多数避险货币走弱。黑石集团主席苏世民日前表示，

新一届美国政府将对中国采取“更温和基调”，他预计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会有所缓和。他还

认为中美两国的利益，以及全球的利益有众多重合之处。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汪涛称，拜登上任之后，预计中美双方会重启工作级对话，且有

可能重新展开相关谈判。中美关系总体的特点将是风险和不确定性降低，竞争中有合作，全

面对抗的风险会降下来。不过，考虑到美国前任政府已经加征的关税和一些科技方面的限

制，她指出，拜登政府可能将关税作为谈判筹码，短期内关税和对华限制措施恐难以取消。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vietnam-politics-congress-idUSKBN29Q0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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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智库报告认为，虽然拜登政府仍将继续以大国竞争的视角处理中美关系，但其重

心将向内，并以提高自身实力和重视外交与软实力的理性方式与中国展开竞争，与特朗普执

政时期将有明显分别。尽管拜登时代下的中美关系将有一定缓和，但长期来看仍是多领域的

复杂博弈过程，主要涉及科技、安全、金融及时政领域。 

在建银国际证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及首席策略师赵文利看来，拜登上任初期，中美关系

有望迎来一段缓和期，即新冷战或中美脱钩的风险下降，竞争合作的格局有望重新确立。但

缓和期过后，中美双方在一些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的争议或将再起，市场将重新评估有关政

策风险。 

（来源：《路透社》中文网，可转载） 

https://cn.reuters.com/article/us-biden-times-china-trade-0121-idCNKBS29R04W 

 

2. 《中欧投资协定》影响与前景解读 

2021 年 1 月 25 日 

历时 7 年之久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终于在 2020 年 12 月 30 日宣告完成，也是在 2020 年，

一个重要的变化悄然发生——前十个月中国首次超过美国，跃升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中

欧投资协定为何如此重要？未来中国和欧盟的合作和竞争前景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欧

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进行权威解读。 

中新社记者：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在 2020 年底如期完成。您如何看待这一协定的意义和价

值？ 

伍德克：这个协定花了 7 年时间才谈妥，期间我一度认为，协定可能谈不成了，但到了

去年夏天，它又恢复了活力，而且幸运的是，协定在 2020 年 12 月份达成了。 

我认为，它有两方面意义：首先，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是一个象征，说明欧洲和中国

可以一起把事情办成，我们可以达成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这是非常好的。 

第二，它确实为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开放了更多的市场，也就是说它在中国内部创造

了更多的良性竞争，这对中国经济也是有好处的。同时，它也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打开

通道。对我来说，这个谈判的达成，真的是中欧双方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后形成的“双赢”。 

中新社记者：疫情发生以来，中国迅速恢复经济让不少欧盟企业受益。据您了解，目前

欧企对进一步加大对华投资持何种态度？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欧企最看重中国市场哪些方

面？ 

伍德克：新冠肺炎大流行不是件好事，但它确实引起了一些讨论，比如：我们是否应该

把更多的资金分散开来？我们是否应该在其他国家做更多事？ 

中国欧盟商会有 1700 多个会员，覆盖中国的 9 个城市。在 10 年前，我们做过一个调

查，问会员企业“是否考虑离开中国？”当时，20%的受访者有这个想法。我们在 2020 年 2

https://cn.reuters.com/article/us-biden-times-china-trade-0121-idCNKBS29R0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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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又问了这个问题，那时正是中国疫情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这一次）只有 10%的受访

者说考虑离开。 

中国经济（每年）贡献全球增长的 30%，所以对企业来说，待在这里，参与这个市场非

常重要。未来几年，欧洲公司都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这一点不会改变。 

中国的制造业一直是强大的，包括汽车、化工、机械、建筑等行业（走在世界前列）。

不过，中国在服务业方面有点落后。我希望中欧投资协定能够为保险、本地运输、建筑、医

疗以及银行等行业投资更多地打开市场。 

中新社记者：随着中欧（经贸）相互依存度加深，双方竞争性也逐渐加强。今后欧盟企

业在中国的发展是否因此需要转型？ 

伍德克：中国希望更加开放的这一事实，说明中国对引入竞争的渴望。竞争和需求才能

推动研发和创新。你不能只是把钱扔到实验室，希望畅销的好产品凭空出现，（这一创新过

程）必须建立在有人想买这个产品的基础上。这就是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创新）是一

个关于需求的故事，只有需求才能带来这样的变化。 

以德国汽车为例，高端的汽车，比如说奔驰 S 系、宝马 7 系或 8 系，在德国购买者大多

平均年龄 50 多岁，而这些产品的中国消费者平均年龄是 35 岁。这个需求的故事，在中国是

由设备和信息技术驱动的。所以这不仅有利于欧洲公司为中国市场开发汽车，也（有利于）

为全球市场开发产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与世界脱钩、继续向世界其他地区保持开放如此

重要的原因。  

14 日中国欧盟商会推出一个关于“脱钩”的报告，说明脱钩的危害，比如：它会让经济

变得七零八落、抬高价格，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所以我们希望把声音传递给中国和欧盟政

府，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是“挂钩”。 

中新社记者：同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中国与欧洲能提炼出哪些共同价值？您

认为中欧文化乃至文明进一步融合需要克服哪些障碍，能取得怎样的前景？ 

伍德克：我觉得欧洲和中国的相似之处是对各方面历史遗产的热爱，我希望这种热爱是

不带民族主义寓意的，比如“我的遗产比你的好”这种想法。我认为这是基于数百年文化积

淀而衍生出来的审美（共同点）。中国购买的全球奢侈品 50%来自欧洲，如果没有中国，法

国、意大利等国就不会生产这些美丽的东西。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他们背后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我们必须承认

这一点，你可以过你的生活，我可以过我的生活，但不要试图去干涉对方。我们看到现在有

越来越多来自各方面的干涉，例如试图纠正一个人的思想或者行为，我们把这种干涉叫做商

业的政治化。但我们不希望被政治化，我们希望关注的是消费者、我们希望建立供应链，这

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 

但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和欧洲的共同点是多于对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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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中德两国在制造业领域合作尤其密切。当前中国正在加快弥补产业链供应

链短板，这将给德国企业带来哪些机遇？双方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开展合作？ 

伍德克：中国和德国已经有很多合作了，比如汽车产业，主要是由几个在上海和长春等

地布局的德国企业推动的。（中德合作）发展出一个十分兴旺的汽车产业，而且它已经成为

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 

从正在进行的技术合作上看，对中国来说，德国是一个完美的合作伙伴，而对德国来

说，中国则是世界工厂，有能力制造生产各种机器和化学品。 

不过两者的合作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对德国企业来说，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成为全球竞

争者，因此，两国不再是那种传授技术的关系，而是寻找一个共存的方式，真正达成合作、

共同面对挑战。例如：针对气候变化，我们应该真正拿出解决方案。 

中新社记者：您对未来中国市场的愿景或者说期待是怎样的？ 

伍德克：如果看人均 GDP，你会发现，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轨迹跟日本、韩国差不

多。中国其实才处于起步阶段，因为改革开放才 40 多年，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根据我的估计，未来 10 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持续占到全球增长的 30%。这相当于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产出的总和。在我所从事的化学品领域，中国在全球的占比

达到 60%。如一句美国俗语所说：“如果你不在餐桌上，你会在菜单上”。所以，（欧洲企

业）必须在这里（在中国），才能参与进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的需要中国继续开放、保

持开放，这样才能让欧洲参与中国的发展机会，成为中国的平等伙伴。 

中新社记者：您 1982 年就来到中国，是对华合作经验丰富的企业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

过程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您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成果？其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

变化是什么？ 

伍德克：1982 年，我是个年轻的学生，坐着火车从德国穿越苏联来到中国。过去 40 年中

国的发展，让我感到难以想象。我还记得 1993 年在上海的时候，我曾看到浦东的规划。我想

上海市政府肯定是疯了，这怎么建得出来？几年后，很显然它已经成为现实。我在中国这么

多年，学到的一件事是，千万别低估中国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记得，我刚来到中国的时候，这里（很少）有电话。但现在中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

化，电话、金融科技，所有的东西……然后是人的变化。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人们要么穿蓝

西装，要么穿绿西装。女士则结婚的留短发，未婚的就编辫子，但现在上海已经是世界时尚

之都。我很幸运能够坐在“第一排”，近距离观看中国经济复兴的故事。 

我不知道我会在这里待多久，但是希望我感染了我的孩子们，所以他们能见证（中国经

济）的下一个阶段。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对外企来说，在中国做生意，现在和十几年前相比有什么不同？您

是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又是如何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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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克：最主要的区别是竞争。中国企业真的变得非常成熟，（外企）想要赚钱没那么

容易了。过去是中国企业做下游，欧洲企业做上游，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而且这种变化并

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市场内。 

中国已经是一个全球玩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企业。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他们

为什么以这么快的速度，变得这么好。坦率地说，欧洲需要走出自满，尝试向中国学习。 

欧洲与中国的关系，从单向的想法提供者，变成双向的，既向中国学习，又努力提供解

决方案，同时又把一些思路和想法带给中国。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改善营商环境，您如何评价中国改善营商环境的成

效？未来应在哪些方面继续改进？ 

伍德克：如果你搜索世界银行数据库，可以看到过去几年中国在营商环境方面已经有很

多进步。但鉴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中国在营商环境方面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欧盟商会每

年都会发布欧盟在华企业建议书，从欧洲企业角度为中国经济和营商环境的发展建言献策，

（建议书）有实实在在的 400 页、900 条建议。因为如果中国赢了，我们也赢了。 

我认为，在决策过程中，中国还有很多提升空间，同时透明度也应该继续提升。当然，

其中部分问题已经通过中欧投资协定得以解决，这个协定并不完美，但至少向前迈出了一

步。 

中新社记者：如果对投资中国的欧洲企业给出 2021 年的投资建议，您会说什么？ 

伍德克：今年我觉得会是很好的一年。因为我们从 2020 年（的低谷）走过来，今年的经

济运行非常好，今年中国可能会有 8%的增长。而且 2021 年是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通常情

况下都是不错的。 

欧洲企业应该注意，留在中国市场的同时，还要注意市场信号，不仅要看到客户行为的

变化，而且要看到中国企业在世界其他地方做什么，从而更早地获得市场风向。 

总的来说，欧洲企业不能回避中国。即使有时候非常困难，你也必须留在这里，因为这

至少意味着你有参与这个市场的机会。我们商会所做的，就是试图为那些其实还没有参与其

中的人打开市场。 

（来源：欧洲时报，可转载）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ouzhong/ouzhongnews/2021-01-

25/803228076527067136.html 

 

3. 俄罗斯经济或在 2021 年底实现可持续增长 

2021 年 1 月 21 日 

作为“金砖国家”之一的俄罗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经济表现相对西方国家而言较

好。但在国际油价持续低迷、财政刺激空间受限之下，该国经济能否在 2021 年实现复苏？1 月

14 日，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在盖达尔论坛的视频讲话中表示，俄罗斯经济正在从新冠肺炎疫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ouzhong/ouzhongnews/2021-01-25/803228076527067136.html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ouzhong/ouzhongnews/2021-01-25/8032280765270671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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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导致的收缩中逐步复苏，俄罗斯当局预计，经济最早将在 2021 年底实现可持续增长。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1 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也预测，俄罗斯经济将在 2021 年增长 2.8%。 

疫情冲击俄经济 俄应对表现可圈可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的 8 年中，俄罗斯经济始终处于增长状态；2020 年，疫情发生中断了

俄罗斯经济的增长步伐。不过，相对而言，俄罗斯经济应对疫情冲击的表现可圈可点。俄罗斯

总统普京表示，2020 年，俄罗斯经济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但经济受损程度比其他许多经济体要

温和得多。俄罗斯当局阻止了严重经济下滑的出现。在去年二季度经济收缩之后，俄罗斯经济

正在逐步复苏，预计会在今年年底实现积极的可持续增长。 

俄罗斯经济在 2020 年的表现比主要西方国家要好一些——2020 年发达经济体平均 GDP

将下滑 6%，许多欧洲经济体 GDP 降幅甚至将高达 10%，而俄罗斯经济仅萎缩 4%多一点。尤

其是 2020 年全球油价大幅暴跌，经济倚重原油生产的俄罗斯能够实现经济的温和下滑实属不

易。 

除了 GDP 表现优于主要西方国家之外，俄罗斯其他宏观指标在 2020 年也表现不俗，例如

卢布和通胀数据。前几次国际危机中，卢布遭受重创，对美元汇率一度下跌高达 18%；但 2020

年卢布表现稳定，对经济起到了“减震器”作用。经济学家表示，俄罗斯央行的积极应对举措

帮助卢布下滑幅度保持在可控水平，有效避免了以往危机中通胀高企和金融市场恐慌的噩梦重

演。俄罗斯近年来积极组建的 1700 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对该国经济应对油价暴跌带来积

极影响。 

后续增长动能仍显不足 财政刺激空间相对有限 

俄罗斯经济在 2021 年面对的积极因素包括政府债务较低、外汇储备较高，但仍然面临疫

情前景不明朗、结构改革不到位导致增长乏力等难题。目前，大部分国际机构预测，虽然俄罗

斯经济有望在 2021 年实现复苏，但可能至少在 18 个月内无法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的状

态。而随着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的普及和经济复苏，俄罗斯可能会从 2020 年的经济排名靠前转

为经济排名靠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俄罗斯经济未来两年将在 20 国集团

（G20）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三，日本和巴西增速将低于俄罗斯。IMF 则估计，俄罗斯的中期

增长潜力仅为每年 1.6%，这在全球也是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 

与此同时，OECD 预计，在人口增长缓慢、企业受疫情冲击、联邦预算削减和劳动力移民

大规模外流等因素影响之下，2021 年俄罗斯就业水平仍将显著低于疫情前的水平，这可能会削

弱消费拉动复苏力度。尽管疫情放缓后会复工复产，但这不足以支撑经济快速回到疫情之前的

水平。即便限制解除后俄罗斯经济出现反弹，经济复兴也将是一个漫长过程。 

与西方推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略显不同，俄罗斯在这方面略显保守。有国际机构表示，俄

罗斯政府保守的财政政策可能会进一步抑制当前的经济复苏，特别是在第二波疫情反弹的背景

下。该机构建议，俄罗斯加大财政支出，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延长延期纳税、低息贷款和

商业赠款的期限等措施帮助经济复苏，而不仅仅将救助措施局限于受影响最严重的公司。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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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俄罗斯经济学家持反对看法。他们认为，俄罗斯不具备像西方发达经济体那样的借贷潜力：

俄罗斯卢布不是国际储备货币，因此无法采取同样的大规模“印钞”等措施，此举潜在风险会

非常大。俄罗斯最近公布的一项三年政府支出计划显示，俄罗斯未来将恢复疫情前的紧缩政策。

据国际金融协会计算，2020 年该国赤字仅占 GDP 的 4.4%，到 2021 年将降至 2.4%——这将是

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最低的。荷兰国际集团银行首席俄罗斯经济学家德米特里·多尔金认为，

俄罗斯未来将依靠居民消费来摆脱经济衰退，而不是依靠政府财政支出。      

（来源：中俄资讯网，可转载） 

http://www.chinaru.info/zhongejmyw/jingmaoyaowen/63026.shtml 

 

4. 东盟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 

2021 年 1 月 25 日 

2020 年由于疫情影响，东盟国家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受到经济冲击较为严重，在第三季

度开始逐步复苏。面对国内外疫情环境和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东盟国家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

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恢复。 

国际贸易方面，2015 年至 2019 年东盟进出口贸易额逐年增长，由 2,272,862 百万美元增加

至 2,815,204 百万美元，同比增长 23.86%。东盟与区域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额始终保持稳步增

长，东盟内部贸易额在 2019 年稍有回落。受疫情影响，2020 年前两个季度，东盟区域内部、

与域外经济体贸易以及世界经济体总贸易额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尽管如此，在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国内外经贸环境恢复后，东盟国家在第三个季度和第

四个季度的贸易总量普遍上升。除此之外，2020 年，中国-东盟货物贸易逆势强劲增长，总额

达 4.74 万亿元人民币。双方贸易达 6846.0 亿美元，增长 6.7%。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 3837.2

亿美元，自东盟进口 3008.8 亿美元。东盟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是东盟继 2019

年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后实现的又一突破。 

东盟继续坚持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中心作用。在 2020 年临近尾声时，东盟正式签署《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过去 5 年，RCEP 区域平均经济增速达到 5.2% , 远超欧

盟 2.3%和美墨加 2.4%的增速。RCEP 达成后，将更有效地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产业链、 

供应链的集聚效应也将进一步放大。 

除此之外，经历过疫情影响之后的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将进一步加强，将未来的发展重点

放在促进东盟共同体在经济上的互联互通、加强技术支持、以及多行业领域上的合作，共同重

振东盟经济。 

在东盟区域外部，2020 年 12 月 1 日，在第二十三届东盟一欧盟部长级会议(AEMM)上，欧

盟轮值主席国德国表示，欧盟和东盟已同意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韩国

与东盟共同启动“韩国—东盟环境与气候变化对话”，以加强在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的合作。日本将设立 24 亿美元基金来帮助东盟 26 个城市脱碳。2021 年，东盟将继续实施内外

http://www.chinaru.info/zhongejmyw/jingmaoyaowen/630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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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促发展，在实现经济复苏的同时，推进与世界各经济体的繁荣合作。 

（来源：中国东盟研究院） 

https://mp.weixin.qq.eom/s/wkrEmHshN7aDtsliSFfoJ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