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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重回正轨仍需时日

沙特聚焦提升矿业影响力

本报驻利雅得记者

罗怀伟

德国联邦统计局 1 月 15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2024 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

上年下降 0.2%，为连续第二年负增长。作

为欧洲经济“火车头”、拥有众多“隐形冠军”

企业的德国经济接连失速，增加了市场对欧

洲经济前景的担忧。而经济表现相对亮眼

的南欧国家能否拉动欧洲经济重回正轨，仍

有待观察。

有德国经济学家认为，德国正在经历二

战后最长的经济停滞期。德国联邦统计局

局长鲁特·布兰德表示，能源成本高企、利率

水平居高不下、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等因素阻

碍了德国经济发展。

作为欧洲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引擎，

法国经济也面临增速放缓的压力。法国总

理贝鲁 1 月 14 日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讲时表

示 ，法 国 经 济 面 临 困 境 ，财 政 赤 字 激 增 ，

2024 年 达 到 了 法 国 GDP 的 6%以 上 ，政 府

已将 2025 年经济增长预期从之前的 1.1%下

调至 0.9%。

尽管法国的通胀问题在 2024 年显著缓

解，但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和居高不下的失

业率等问题仍持续扰动法国经济。政治上，

法国政局动荡，总统马克龙此前推行的退休

制度改革、新移民法案等导致政府内部裂痕

扩大，出现“走马灯”式换总理的景象，政局

不稳等问题恐进一步发酵。经济上，法国多

维度经济数据均表现惨淡，2024 年三季度

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至 7.4%，2024 年 12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1.9，创 55 个月

以来新低。法国官方及国际金融机构普遍

悲 观 地 预 测 ，法 国 经 济 将 在 2025 年 继 续

走弱。

德法发展困境正是欧洲经济面临内忧

外患的缩影，暴露了欧洲国家普遍面临的结

构性问题。近年来，高度外向的欧洲经济面

临不稳定的全球产供链冲击。受疫情和乌

克兰危机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风

险，燃油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更直接冲击

德国等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欧洲国家。面

对美新一届政府的关税威胁，欧盟进出口还

将面临更多压力。

此外，投资不足和强监管态势或制约

欧 洲 参 与 新 一 轮 技 术 竞 争 。 欧 盟 审 计 署

指出，对人工智能的投资不足将导致欧盟

在 人 工 智 能 开 发 竞 争 中 落 后 。 德 国 经 济

研究所称，德国正面临 30 年来最严重的竞

争力危机，工业界已失去信心。欧盟通过

的《人工智能法案》进一步压实科技企业

的合规责任，但招致业界反对，称其将扼

杀创新。同时，欧洲绿色新政实施效果不

佳，引发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实施面临

较大阻力，政策反复也直接影响到欧洲经

济发展。

作为老牌发达国家聚集地，欧洲地区凭

借先进的技术、完善的工业体系和雄厚的

资本实力占据世界经济优势地位，长期位

居领涨全球经济的“第一梯队”。但近年

来欧盟似乎正在掉队。欧洲央行行长拉

加德更直言，“与过去不同，欧洲已经不再

处于进步的最前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欧洲经济失速

也非一日所成。回望 2008 年，欧盟与美

国的经济规模几乎持平，德国、英国、法

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占据全球前十大经济

体的半数席位。但一场次贷危机引发全

球金融海啸，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随之爆

发，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多个欧盟国家

出现财政危机，掀开了欧洲经济失速的序

幕。经历 16 年的发展，全球经济格局悄

然改变，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以中国

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逐步走向世界经济

舞台的中央，而欧盟国家经济发展略显暗

淡，与美国的差距也不断扩大。有媒体评

论称，如今的欧洲正面临关乎存亡的严峻

挑战，如果不能加快改革，欧洲恐将在全

球经济竞争中掉队。

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等南欧国家曾

因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备受关注，但在德

法面临发展停滞和财政赤字危机等问题之

际，南欧国家却从曾经的“后进生”一跃成为

拉升欧盟经济整体增长率的重要力量。欧盟

委 员 会 预 计 ，2024 年 西 班 牙 、希 腊 、葡 萄 牙

GDP 增速将分别达到 3.1%、2.1%和 1.5%，意

大利也将维持增长势头。

南欧国家经济状况改善引发全球关注。

在《经济学人》发布的 2024 年“全球最佳经济

体指数”中，西班牙荣获“全球表现最佳国家”

称号，希腊等国也在榜单内排名前十。2024

年西班牙经济增速不仅远超欧盟平均水平，

也遥遥领先其他欧洲国家，同时西班牙的失

业率降至 10 年来的最低水平，通胀情况也不

断改善。葡萄牙经济维持良好态势，在众多

国家面临信用评级下调危机时，国际评级机

构维持葡萄牙信用评级，并对其经济增长展

望积极。法国媒体刊文认为，法国应向葡萄

牙学习改善财政赤字问题经验，赞叹截至

2024 年葡萄牙连续两年实现预算盈余，公

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与

此同时，在投资扩大和私人消费提振等有

利因素的驱动下，希腊经济也正走上复苏

通 道 。 希 腊 央 行 预 计 ，2024 年 希 腊 GDP

增 速 达 2.3%，2025 年 将 上升至 2.5%，通货

膨胀率也将从 2023 年的 4.2%降至 2024 年

的 3%。

应当看到，尽管南欧国家近期经济有

所复苏，但与欧盟其他主要经济体仍有一

定差距，特别是在德、法经济表现乏力情况

下，面临周期性、结构性问题的欧盟经济很

难仅靠这些“新兴力量”拉动起来。罗马不

是一日建成，经济复苏也需久久为功，未来

欧 洲 经 济 能 否 重 回 增 长 快 车 道 仍 有 待

观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显示——

全 球 增 长 形 势 持 续 分 化
本报记者 刘 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布《世界经济

展望》更新内容，预计 2025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到

3.3%，较 2024 年 10 月份的预测值高出 0.1 个百分点，

但仍低于 2000 年至 2019 年 3.7%的历史平均水平。

同时，IMF 预测 2026 年全球经济增速也将保持在

3.3%的水平。

IMF 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

在发布会上表示，虽然全球的经济增长前景与 2024

年 10 月份的预测相比，基本未发生变化，但各方的

增长形势持续分化，且分化可能进一步扩大。同

时，政策变化或将在一些国家重新引发通胀压力，

不确定性上升带来的风险仍然非常突出。

分区域来看，IMF 预计，2025 年发达经济体的

增速将从 2024 年的 1.7%升至 2025 年的 1.9%。其

中，美国 2025 年的经济增速将达到 2.7%，较此前预

期上调 0.5 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其国内强劲的

需求，包括活跃的消费市场以及企业投资的增加

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仍然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一大风险。同时，IMF 小幅

上调了英国 2025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预计其经济增

速将达到 1.6%。而日本 2025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将

维持不变，预计达到 1.1%。

相比之下，欧元区经济增长则较为缓慢，预计

2025 年经济增速为 1%。制约其经济增长的不利因

素主要包括制造业疲软、消费者信心低落以及能源

价格冲击持续存在等。其中，德国的表现落后于其

他欧元区国家。2024 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比上年实际下降 0.2%，为连续第二年负增长，这使

得 IMF 不断下调对德国经济前景的预测。IMF 预

计，2025 年德国经济将增长 0.3%，较 2024 年 10 月份

的预测值下降 0.5 个百分点。IMF 表示，在全球经济

格局中，欧元区是重要的发达经济体区域，其经济

增速放缓不仅将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产生一定影响，

还将给欧洲的就业市场和社会稳定带来挑战。

IMF 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25 年经济

增长预期维持在 4.2%，并表示，虽然受到贸易领域

等相关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

需求呈现疲软态势，但未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的不确定性会逐渐减弱，经济活动会逐步增强。

在此次的更新报告中，IMF 将中国 2025 年经济增长

预期上调至 4.6%，较去年 10 月份的预测值高出 0.1

个百分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4 年中国 GDP 增长 5%，顺利完成全年经济增长

目标。古兰沙对此表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

预测的 4.8%相比，这是一个“积极的惊喜”。同时，

IMF 也表示，中国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

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其经济持续增长将为

全球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力。

在通胀方面，IMF 预计 2025 年和 2026 年全球

通胀分别为 4.2%和 3.5%。IMF 表示，虽然许多经

济体的核心商品价格通胀已回落或低于趋势水

平，但服务价格通胀仍高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这

在美国和欧元区尤其明显。

持续高通胀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带来一

定挑战，一方面将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影响

企业的利润和投资决策；另一方面会降低消费者

的实际购买力，影响消费市场的活力。但 IMF 表

示，随着通胀的逐渐放缓，各国央行在货币政策上

有了更多的操作空间，可以通过降息等手段来刺

激经济增长。

同时，IMF 警告称，部分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将影响世界经济走势，未来 5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为 3%左右，总体上仍倾向于下行。全球经济面临

的风险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可能引发通胀

反弹，并迫使利率保持高位，部分国家的政策不确

定性也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贸易保护主

义、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等。此外，地区冲突、气候变

化等全球性问题也对经济增长构成潜在威胁。

虽然 IMF 的最新预测显示全球经济正逐步恢

复至疫情前水平，但各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正在扩

大。IMF 特别强调，如果保护主义政策升级，带来

新一波关税，可能会加剧贸易紧张局势，减少投资，

损害市场效率，并再次扰乱供应链，短期和中期的

经济增长均可能受到影响。加征关税、非关税壁垒

等扭曲竞争的单边政策难以持续改善一国经济前

景，并会使各方都处于不利境地。因此，IMF 呼吁，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挑战，国际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各国政府应投入更多努力，加强和改善多边机构效

能，以促进全球经济更有韧性和可持续发展。同

时，各国也需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制定合理的

政策，以应对经济增长乏力和通胀的双重挑战，实

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呼吁

—
—

加强合作应对重大挑战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梁

桐

本版编辑 徐 胥 赵 阳 美 编 高 妍

日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最新

版《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显示，全球

经济将在 2025 年面临重大挑战，并

认为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谨慎的

政策措施。

世界经济论坛经济增长与转型

总负责人安格斯·柯林斯表示，最新

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显示了

全球经济正承受巨大压力，增长前

景正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谷，全球

复苏具有不平衡性和不确定性。该

展望报告显示，56%的受访经济学

家 预 计 2025 年 全 球 经 济 将 走 弱 ，

17%的受访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形势

会改善，但也指出关键地区的不确

定性会增加。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

预计欧洲经济增长疲弱或非常疲

弱，欧洲将连续第三年成为经济增

长最乏力的地区。

经 济 一 体 化 将 承 压 。 报 告 指

出，世界经济的关联性正面临越来

越大的压力，高达 94%的受访者预

计 未 来 3 年 商 品 贸 易 会 进 一 步 分

化，59%的受访者认为服务贸易也

会出现类似的趋势。超过四分之三

的受访者相信劳动力流动将面临更

大障碍，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

技术转让和数据传输也将面临更多

限制。由于跨境资金流动在现代经

济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仅有 48%的

受访者预计金融业将加速分化，使

得金融业成为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

能够逆势加强全球化的例外行业。

报告显示，供应链重组和安全问题

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这些变化可

能会在未来 3 年内推高企业经营和

消费成本。关于企业如何应对日益

分化的全球经济这一问题，91%的

受访者认为企业可能采取重组供应链的对策，90%的受访者认

为企业可能实施区域化运营，79%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可能聚焦

核心市场。

此外，48%的受访经济学家预计 2025 年全球贸易量会增加，

凸显了全球商业的韧性。同时，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大国之间和全

球范围的贸易冲突会加剧，保护主义将成为推动全球贸易格局持

续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他的贸易影响因素还包括冲突、制裁和对

国家安全的担忧等。有高达 82%的受访者认为未来 3年贸易区域

化会进一步增强，并且将从商品贸易逐渐扩大到服务贸易。

应对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需要更有力地加强合作。

安格斯·柯林斯表示，当前经济政策正在变得充满争议，在此背

景下，要想激发合作精神，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决断力和

创造力。报告建议，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更多措施应对地缘政

治风险，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多边主义并制定应对冲突和制裁的

政策等；要促进贸易和投资，降低贸易壁垒、促进投资便利化和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支持服务贸易发展，改善数字基础设施、

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和加强服务贸易能力建设。报告认为，尽

管全球经济前景充满挑战，但也面临机遇，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

导者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推动全球经济可持

续发展。

近日，第四届沙特“未来矿

业论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

行，来自 16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00 多 名 与 会 者 参 与 了 活

动，论坛设置的会议场次达到

96 场。沙特近年持续举办该

论坛，希望借此促进矿业国际

合作，提升行业影响力。沙特

工业与矿产资源大臣班达尔·

胡莱夫在发言中表示，“未来矿

业论坛”已成为重要的全球性

平台，彰显了沙特在矿业领域

的地位。

本届论坛举办了第四届部

长级圆桌会议、第二届国际地

质调查会议、首届卓越与技术

中心会议等多场交流活动。部

长级圆桌会议是沙特数年来着

力打造的政府交流平台，希望

各国矿业高级官员借此讨论矿

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将

矿业定位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

步的催化剂。本次论坛期间，

共 89 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出席

圆桌会议。与会人员围绕 3 项

关键倡议讨论如何领导全球矿

产行动。一是制定关键矿产战

略框架，聚焦非洲、西亚和中

亚这一战略区域的矿业合作，

充分挖掘该地区的矿产资源潜

力。二是推动可持续发展，根

据供应国的实际情况确定供应

优先级，并推进认证体系，通

过供应链认证提高透明度。三

是建立卓越中心，通过建立合

作网络，提升投资、人才培

养、技术创新等方面能力。

在 论 坛 上 ，班 达 尔·胡 莱

夫强调了确保非洲、西亚和中

亚地区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安

全的战略意义，认为全球能源转型能否顺

利推进取决于该地区的丰富资源能否得

到有效利用，呼吁增加对该地区矿产资源

的投资消费。沙特交通和物流服务大臣

萨利赫·贾希尔表示，沙特在

运输和物流系统领域具有先

进生产力，能够对矿业提供支

持。他强调，沙特的国家运输

和物流战略把近 50%的运输、

通信和物流资金分配给铁路

系统，而矿物则是铁路系统最

主要的运输货物。沙特财政

大臣穆罕默德·杰德安则强调

了投资矿业的重要意义，称政

府部门对增加沙特矿业发展

的早期投资十分重视，并鼓励

私营部门积极参与相关投资

合作。

论坛期间共签署了 126 项

协 议 和 谅 解 备 忘 录 ，涉 及 勘

探、采矿、融资、研发等矿业相

关领域，总价值达 1070 亿沙特

里亚尔。其中，沙特工矿部与

吉布提、约旦、英国、赞比亚、

奥地利、法国等 6 个国家的相

关政府机构签署了谅解备忘

录和合作协议；沙特阿美公司

和沙特矿业公司宣布将共同

组建合资企业，旨在勘探能源

转型所需关键矿物，目标是在

2027 年前实现商业数量的锂

生产等。

此 外 ， 沙 特 还 在 论 坛 期

间展示了本国在矿业领域的

最新进展与规划。沙特地质

调 查 局 首 席 执 行 官 阿 卜 杜

拉·沙姆拉尼表示，沙特已

经完成阿拉伯地盾区矿产资

源 勘 探 工 作 的 90% ， 并 发 布

了覆盖 40 万平方公里的地质

数 据 ， 占 总 勘 探 面 积 的

65% 。 该 地 区 的 地 质 调 查 将

提供准确的矿业数据，有利

于 吸 引 国 内 外 投 资 。 此 外 ，

沙特将开发一个价值 1000 亿美元的矿产

投资项目，其中价值 200 亿美元的投资

项 目 已 进 入 最 后 工 程 阶 段 或 正 在 建

设中。

位于德国萨尔州的弗尔克林根钢铁厂遗址位于德国萨尔州的弗尔克林根钢铁厂遗址。。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张 帆帆摄摄

20242024 年年 88 月月 2828 日日，，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附近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附近，，一艘货轮在巴拿马运河上航行一艘货轮在巴拿马运河上航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李木子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