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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七号公路升级改造项目开工

—
—

中柬务实合作新年再添彩

本报驻金边记者

王

涛

1 月 9 日，由中国优

惠贷款支持的柬埔寨 7 号

公路斯昆至磅湛段升级改

造项目举行开工典礼，柬

埔寨首相洪森在致辞中再

次感谢中国为柬埔寨基础

设 施 建 设 提 供 的 大 量 援

助，并再次发出“柬埔寨

不靠中国，还能靠谁”的

感叹。

洪 森 表 示 ， 如 果 没

有 中 国 的 帮 助 ， 柬 埔 寨

基 建 很 难 发 展 起 来 。 如

果 不 依 靠 中 国 ， 谁 来 帮

助 柬 埔 寨 修 路 架 桥 ？ 今

年是柬中建交 65 周年和

“ 中 柬 友 好 年 ”， 很 高 兴

柬 埔 寨 与 中 国 成 为 全 面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和 命 运 共

同体。当天开工的 7 号公

路 升 级 改 造 项 目 ， 是 去

年 11 月 份 两 国 签 署 的 ，

短 短 几 个 月 项 目 便 开 工

建 设 ， 充 分 体 现 出 柬 中

合 作 的 务 实 与 高 效 。 他

强 调 ， 中 国 对 柬 埔 寨 基

础 设 施 提 供 的 大 量 援

助 ， 极 大 促 进 了 柬 经 济

社会发展。

中 国 驻 柬 埔 寨 大 使

王文天在致辞时表示，7

号 公 路 升 级 改 造 项 目 是

中 柬 新 年 务 实 合 作 的 又

一 重 要 成 果 。 最 近 两 周

连 续 陪 同 洪 森 首 相 到 多

个 省 出 席 中 柬 务 实 合 作

项 目 的 开 工 典 礼 ， 所 到

之 处 都 是 一 派 欣 欣 向 荣

的 景 象 。 巴 黎 和 平 协 定

签署 30 多年来，柬和平

稳 定 日 益 巩 固 ， 经 济 发

展蒸蒸日上。

王文天表示，近年来，柬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

展，人民安居乐业。在经济方面，得益于柬人民党政

府实施“四角战略”，柬经济连续多年保持 9%的经济

增长。虽然受新冠疫情影响，柬 2022 年经济增长仍有

望达到 5.5%，位居世界前列。可以预见，柬疫后将迎

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在防疫方面，得益于洪森

首 相 采 取 符 合 国 情 的 防 疫 政 策 ， 柬 新 冠 疫 苗 接 种 最

早、接种率最高、感染率和死亡率最低、疫情控制得

最 快 ， 经 济 恢 复 最 早 。 柬 是 国 际 公 认 的 抗 疫 “ 优 等

生”，抗疫成绩受到世界各国高度肯定。在外交方面，

得益于柬人民党的独立、和平外交政策，柬国际地区

影 响 力 不 断 提 升 。 2022 年 ， 面 对 复 杂 的 地 区 国 际 形

势，洪森首相积极履行柬东盟轮值主席职责，国际社

会普遍称赞这是 10 年来最成功的一次东亚合作领导人

会议。

王文天强调，柬人民党政府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多年来，中国帮助柬建电站、

修公路、架桥梁、建医院，让柬人民真实感受到中柬友好

带来的实惠。

据中国路桥总经理助理兼柬埔寨办事处总经理周勇

介绍，7 号公路是连通柬首都金边与干拉省、磅湛省的

交通要道，也是金边通往柬埔寨和老挝边境的交通运输

大动脉。7 号公路升级改造项目起点位于磅湛省斯昆

镇，终点位于磅湛省省会磅湛市，路线全长约 45 公

里，工期 40 个月，预计 2027 年完工，项目完工后将促

进柬埔寨东北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互联互通。项目由中国

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贷款、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承建。

法 国 经 济 面 临 多 重 考 验
李鸿涛

日前，法国多个部门发布了对未来经济

走势的最新评估，虽然各方预测角度不同、态

度各异，但都不约而同地提醒，面对地缘政治

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跨大西洋盟友

趁火打劫等外部环境，与高通胀不减、公共财

政失衡、竞争力疲软等内部危情，法国经济未

来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以衰退与动荡为

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考验法国经济

韧性。

法国央行近期预测，受能源危机与高通

胀等因素影响，法国经济将进入急速放缓区

间，经济增速将从 2022 年的 2.6%大幅放缓至

2023 年的 0.3%，随后在 2024 年恢复至 1.2%，

并在 2025 年重新步入企稳区间，经济增幅将

小幅回升至 1.8%。另据法国统计局同期发布

的报告预测，受工业生产放缓、国内消费低迷

等因素影响，法国 2022 年四季度经济增速将

下滑 0.2%，2022 年全年经济增速预计为 2.5%，

将比法经财部此前预期值低 0.2 个百分点。

对此，法国统计局指出，此次预期下调主要由

于法国工业生产遭遇的困境超过预期，例如

仅因核电站维护引发电力生产下降就直接导

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 0.4 个百分

点，而天然气与电力价格飙升持续冲击法国

生产，更使整体形势雪上加霜。

相较而言，法国政府的预测更为乐观。

法国经财部部长此前曾表示，法国 2022 年和

2023 年的经济增速将分别达到 2.7%和 1%，并

将此列入了 2023 年的预算法案。对此，法国

统计局首席经济学家朱利安·布热指出，短期

内，经济活动虽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好转，但

预计 2023 年年中的经济增速也仅为 0.4%，距

离实现政府的全年目标仍有差距。法国央行

行长维勒鲁瓦·德加洛指出：“面对俄乌冲突、

能源危机等外部冲击，法国经济展现出了一

定弹性，待平稳度过 2023 年的疲软期，将更为

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但鉴于目前内外环

境的巨大不确定性，仍需以审慎态度重视各

类风险。”

无论如何，法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并步

入疲软期正成为法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共识。

法国雇主协会副主席帕特里克·马丁甚至将

2023 年描述为“动荡的一年”，认为能源和粮

食危机、高通胀、地缘政治冲突、再工业化进

程、贸易保护主义等诸多不确定性将处于高

位，持续考验法国经济发展的韧性。综合各

机构评估而言，未来一段时间，法国经济发展

将在弹性、放缓、复苏这三大特征下持续面临

以下主要风险。

在高通胀方面，法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

奥利维尔·加尼尔指出，根据目前掌握的数

据，油价与天然气价格将继续保持高位，预

计法国通胀率在 2022 年底将达 7.3%，并在

2023 年上半年达到峰值，随后在 2023 年底回

落至 4%，在 2024 年至 2025 年底恢复至 2%左

右水平。另外，由能源和粮食危机诱发的高

通胀影响范围正进一步扩大，预计到 2023 年

法国粮食价格上涨幅度将超过能源价格。此

前，欧洲央行为确保价格稳定曾表示将继续

加息，预计明年欧元区的通胀率将达 6.3%。

在系列因素共同作用下，法国的家庭购买力

将再次承压，公共财政也将再受冲击。

在公共财政方面，自新冠疫情以来，法

国政府持续加大财政杠杆，希望通过强大的

财政支持不断激活经济与生产活力，但面对

俄乌冲突、能源危机等系列冲击，前期的财

政刺激政策红利瞬间消耗殆尽，公共财政失

衡甚至再次成为法国经济领域的定时炸弹。

据法国政府此前预测显示，2022 年，法国公

共赤字占 GDP 比重将达到 4.9%，并在 2023

年达到标志性的 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

估指出，为应对能源危机，法国政府采取了

包括冻结电力与天然气价格、增发能源支

票、加大能源优惠、强化企业补贴等系列措

施，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相关支出也超

出了 GDP 的 2%，极大地增加了公共财政压

力，呼吁法国在 2023 年将整顿财政作为重要

议题。但有经济学家担心，政府延长能源价

格保护措施、继续取消企业生产税等恐将掣

肘重塑财政平衡的相关努力。另有法国经济

部门官员表示：“我们现在要祈祷未来几个

月中能源价格不会再次进入飙升通道，否则

财政状况恐将进一步恶化。”

在经济活动方面，据标普全球近期发布

的 PMI Flash 指数显示，2022 年 12 月份，欧

元区私营部门经济活动继续萎缩，但在通胀

小幅下降背景下，收缩幅度略低于前两个月，

而法国则是欧元区内唯一一个经济活动加速

萎缩的国家。据该机构经济学家乔·梅耶斯

指出，法国 2022 年 12 月份的 PMI 指数从 48.7

降至 48，这是除疫情期间，自 2012 年 11 月份

以来的最大降幅，其中服务业和制造业活动

放缓明显，强调“作为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

私营部门活动的缩水将进一步增加经济衰退

风险”。

有法国经济学家表示，作为法国与欧洲

跨大西洋伙伴的美国在这一关键时刻的趁火

打劫也是不得不考虑与应对的重要因素。此

前，美国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在欧洲引发

巨大恐慌和强烈政治反应，凸显美国急于纠

正对欧结构性贸易逆差、捍卫对欧绝对竞争

优势与欧洲固守自由贸易红利、迷信盟友公

平竞争的长期“梦魇式”失衡。法国总统马克

龙此前访美期间更是大声疾呼，“美方的相关

补贴措施将在事实上终结欧洲正在推进的新

能源项目”，警告此举将导致西方世界分裂。

法、德两国经济部长也于近日发表联合声明

称，法、德将更积极地回应美国的相关法案。

但法国经济学界认为，从历史经验而言，欧洲

很难撼动美方的决策，即使获得形式上的豁

免，双方的结构性分歧也决定着彼此的贸易

关系已难重温旧梦，在美“经济民族主义”席

卷下，法国、欧洲工业、技术、人才、资金等向

美流失的步伐将进一步加速，欧洲工业也将

最终成为美国狭隘经济霸权思维的牺牲品。

曾有经济学家形容，一国的经济发展在

遇到困境时就像遇到一场大考，能否赶考成

功不仅在于是否拥有扎实的基础功底、灵活

的应考策略，更要拥有清醒的审视思维与坚

韧的临考素质，而法国经济能否在衰退与动

荡的双重考验中交出满意答卷，将再次考验

法国领导者的智慧与决断。

面对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

能源价格高企、跨大西洋盟友趁火

打劫等外部环境，与高通胀不减、

公共财政失衡、竞争力疲软等内部

危情，法国经济未来面临更为复杂

的形势。法国经济能否在衰退与

动荡的双重考验中交出满意答卷，

将再次考验法国领导者的智慧与

决断。

本版编辑 徐 胥 刘 畅 美 编 倪梦婷

法国巴黎杜伊勒里花园的一处市场。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中国企业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22》显示——

中国企业努力塑造良好国际形象
本报记者 孙亚军

1 月 10 日，第十届中国企业全球形象高峰

论坛在北京举行，活动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

国资委和全国工商联指导、中国外文局主办、

国际传播发展中心承办。本届论坛以“共创全

球发展新未来”为主题，发布了 《中国企业形

象全球调查报告 2022》，有关部委领导、智库

专家和企业代表参会，围绕中国企业的国际形

象塑造展开探讨。

中国企业日益成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重

要力量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增进民心相融相通

的桥梁纽带。在论坛现场，众多与会企业代表就

如何更好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企业良好国际

形象发表了看法。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李旭红表示，中国华电紧紧围绕人类命运共同

体、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主题，探索跨文化传

播规律，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要入乡随俗，中国华电充分

考虑各国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审美标准等，找

到国外受众的关注点、兴趣点，因地制宜生产文

化产品。用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述所在国

民众在华电的见闻，以及与华电人的交往故事。”

李旭红说，“华电打造了‘1+N’社交媒体账号集

群，积极传播企业价值。同时广泛利用重大活

动、中华传统节日以及国际组织、多边外交等场

合，传播华电声音。我们连续 5 年开展海外‘公

众开放日’活动，邀请所在国专家学者、媒体记者

走进项目现场，感受真实的华电”。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

经理陈海斌表示，国家电投积极践行“一带一路”

倡议，不断加快“走出去”步伐，境外业务涵盖 47

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展现了充满活力、和合共

生、负责任有担当的中国企业形象。

“国家电投发挥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勇当绿

色发展主力军。坚持互惠互利，共商共建共享绿

色发展成果，推动民心相通。”陈海斌说，“例如，

我们组织召开亚洲绿色低碳发展圆桌峰会，汇聚

巴基斯坦、蒙古国、柬埔寨、印尼等众多亚洲国

家，围绕亚洲绿色低碳发展创新成果和经验这一

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

经理成国伟表示，中国东航在传播创新方面做了

诸多尝试。一是发挥民航特色，巧设议题，引发

共鸣，引领传播。二是厚植文化根基，用好中华

文化这一资源宝库，加强文化元素创新应用和融

合转化。三是聚焦年轻受众，让社交互动“活”起

来。四是深化多元合作，让传播合力“聚”起来。

“东航通过分析全球受众特点，开展覆盖全

球、全程、全矩阵互动传播，以中、英、意、日、韩、

泰、德等 7 种语言开设海外各社交媒体账号 29

个，吸引海外粉丝 733 万，重点把握用户高增量

的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每年策划图文、动画、微电

影、文创、直播等内容产品 3000 多条，全年总阅

读量超过 1 亿。”成国伟说，“为适应国际传播需

要，东航着力打造中央厨房，实现集中策划、统一

采编、多样产出、多元传播，统筹全球合作资源，

与全球行业伙伴开展联动传播”。

百度集团副总裁璩静表示，企业形象既是讲

出来的，更是脚踏实地走出来的。企业要树立良

好的国际形象，首先，要掌握核心技术，提升企业

国际竞争力，让企业做到有的说。其次，要做到

“创新说”，用新语态阐释新形象，持续深化好感

传播。最后，科技企业不仅要说，还要反复说、经

常说，树立坦诚开放的理念，主动搭建对外沟通

机制，让媒体看到、听到、感受到。

“在与外媒沟通过程中我们发现，讲述平凡

人的小故事很受欢迎。2022 年夏天，《麻省理工

科技评论》刊发名为《中国无人车安全员的一天》

的报道。不久前，这篇报道被该刊编辑部高票选

为最能反映 2022 年科技行业进展的小故事之

一，可见以小见大更能深入人心。”璩静说。

论坛还发布了由中国外文局国际传播发展

中心、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联合凯度集团共同

完成的《中国企业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22》。本

次调查覆盖了包括中国、泰国、印度、沙特阿拉

伯 、意 大 利 、南 非 、巴 西 、美 国 等 在 内 的 12 个

国家。

从中国企业全球形象的总体评价来看，包括

中国在内的全球 12 国受访者对中国企业在责

任、公平、可信、成功 4 个维度表现的整体认可度

都达到或超过了 78%。有 45%的受访者认为中

国企业能给当地经济带来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

“带来先进的技术”“带来新的资金投入”和“提供

了新的就业机会”，积极评价较 2021 年有所提

升。受访者期待在科技、能源资源、基础设施领

域与中国企业开展投资合作，并建议中国企业积

极提供社区服务、增进人文交流，以更好地提升

在当地的知名度和好感度。

“全球发展倡议”引发积极关注，超七成受访

者认为，“全球发展倡议”将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

衡、协调、包容的新阶段。在“全球发展倡议”各

项原则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受到的关注度最高。而针对“全球

发展倡议”的八大领域，受访者更期待在“气候变

化和绿色发展”“粮食安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

积极进展。

调查显示，共建“一带一路”有较高的关注度

和影响力。在各项成果中，受访者对共建“一带

一路”在“加强了基建规划建设，实现设施联通”

（66%）和“消除了投资贸易壁垒，构建良好营商

环境，实现了贸易畅通”（64%）等方面的成果认

可度较高。对于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过

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促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贸

易合作以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领域”认可度

较高。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超过七成受访者对中

国企业维护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印象较

好，对中国企业推进可持续发展有较大信心。

受访者认可中国企业在绿色低碳领域和科技创

新领域的表现，对于中国企业在绿色低碳领域

的主要贡献，41%的受访者认为是“以绿色发

展为目标，推进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而对于

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突出贡献，41%的受访者选

择“探索科技创新合作模式，提升创新合作水

平”和“共建联合实验室或联合研究中心，搭

建科技创新合作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