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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旅游业发展步入快车道
本报驻金边记者 王 涛

近 期 ， 柬 埔 寨 旅 游 部 发 布 预 测 显

示，2025 年柬埔寨外国游客将达到 720

万至 750 万人次，将为该国创造约 51 亿

美元收入，对其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贡献将达到 10.5%。柬埔寨旅游部部

长胡哈近日在旅游部年度总结会议上表

示，柬埔寨旅游业有望恢复至疫情前水

平，外国游客人数将创历史新高，这一

积 极 增 长 预 示 着 该 行 业 发 展 将 进 入 快

车道。

旅游业作为柬埔寨支柱性产业，被视

为“绿色黄金”，对促进柬就业、社会发展、

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起到重要作

用。据柬埔寨旅游部统计，2024 年柬埔

寨共接待外国游客 670 万人次，同比增长

约 23%，为柬埔寨创收 36.3 亿美元，对柬

埔寨 GDP 的贡献率达到 9.4%。同时，旅

游业还为柬埔寨创造了 51 万个直接就业

机会。

柬埔寨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以暹

粒省吴哥考古遗址公园、柏威夏省的柏

威夏神庙、国戈古迹和磅通省的三波坡

雷古古迹群四大世界文化遗产而闻名。

著名的吴哥窟拥有千年历史，以其雄浑

的建筑结构和精美的石刻著称。同时，

柬 埔 寨 还 拥 有 450 公 里 长 的 原 始 海 岸

线，横跨西哈努克、贡布、白马和国公四

个西南省份，全国拥有大面积原始森林，

为其发展滨海经济和生态旅游提供了良

好条件。

自 2020 年起，柬埔寨旅游业因受疫

情影响，连续几年遭受重创。2022 年底，

柬埔寨逐步恢复国际航班，2023 年，其旅

游业进入快速恢复期。2024 年以来，为

促进旅游业加速复苏，柬政府加大政策制

定和落实的力度。除了加紧落实《旅游业

疫后复苏路线图》和《旅游科技路线图》

外，还启动“访问暹粒 2024”特别计划，试

行电子入境系统，提升边境口岸服务效

率，为旅行社提供融资支持和税收优惠。

此外，柬政府还专门划拨预算，对外宣传

其旅游资源，积极改善国际形象。柬埔寨

还与中国、印度达成协议，将 2024 年确定

为“中柬人文交流年”及“柬埔寨印度旅游

年”，出台了众多吸引游客前来的政策举

措，吸引了来自中国、印度和中东等国家

和地区的大量游客。

为加速推动旅游业复苏，2024年 9月，

柬政府对内阁进行了第一次调整，将原

监察部部长胡哈任命为旅游部部长。胡

哈到任后，多次征求业内人士意见，与

相关部委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政府内

部协调，建立一站式服务流程，不仅提

高了行政服务效率，还加强与国际旅游

组织和外国政府的交流合作，加大旅游

促销力度。2024 年 11 月，柬政府通过了

《2025 年 暹 粒 吴 哥 旅 游 发 展 关 键 措 施》

草案，为暹粒旅游业发展提供助力。此

外，柬政府还大力倡导节假日经济和会

议经济，通过举办柬新年龙舟赛、河水

节、海洋节、音乐节、贸易展览会等系

列活动，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和国际游客

的回归。

机场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国际航班的

恢复，为外国游客的增加提供了有力保

障。2024 年 10 月，由中企投建的柬埔寨

暹 粒 吴 哥 国 际 机 场 迎 来 开 通 运 营 一 周

年，旅客吞吐量突破 130 万人次，为暹粒

旅游业复苏作出重要贡献。柬民航国务

秘书处报告显示，2024 年柬埔寨航空业

进 入 显 著 发 展 时 期 ，金 边 、暹 粒 、西 港

3 个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达到 620 万

人次，创历史新高。报告称，目前有 31

家 国 内 和 国 际 航 空 公 司 运 营 着 往 返 于

3 个国际机场的航班。另据柬民航国务

秘书处消息，新的金边德崇国际机场已

完成工程总量的 94%，计划将于今年 7 月

举行启用仪式，该机场为 F 级机场，设计

旅 客 年 吞 吐 量 为 现 有 金 边 国 际 机 场 的

6 倍，机场正式通航后，将显著缓解柬埔

寨航空运营压力，有助于吸引更多外国

游客前来柬埔寨旅游。

中国是柬埔寨的重要游客来源国之

一。2019 年，中国作为柬埔寨最大外国

游客来源地，当年中国赴柬游客超 236 万

人次，占柬接待外国游客的 37%。2022 年

底，柬全力启动针对中国游客的各项活

动，借助 2023 年“中柬友好年”和 2024 年

“中柬人文交流年”，两国成功举办了一系

列经贸、文化等交流活动，推动了大量中

国游客的回归。相关数据显示，2023 年

赴柬中国游客达到近 55 万人次，2024 年

柬埔寨接待中国游客近 85 万人次，同比

增长 55%。目前，两国又启动了“2025 柬

中旅游年”，预计今年赴柬中国游客将突

破 100 万人次。

美关税政策致自身经济频亮红灯
新华社记者 徐 超

“衰退风险越来越高”“通胀卷土

重来”“股市转向恐慌”“债务危机逼

近”⋯⋯近期，美国各项经济数据频

亮“红灯”，舆论悲观情绪蔓延，普遍

认为美国新一届政府政策风险正加剧

自身经济挑战。

经济观察人士认为，美国近期连

续推出加征关税等一系列单边主义政

策，经济增长面临更大不确定性，高

通胀、高估值、高债务等美国经济治

理 长 期 失 序 下 的 基 本 面 风 险 进 一 步

凸显。

通胀：压倒增长的巨石

美国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 6 日

发布最新预测显示，美国今年一季度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化增速

预计为负 2.4%，较 2 月末负 1.5%的预

估大幅恶化。而两周前和四周前，同

一 模 型 的 增 速 预 估 分 别 为 2.3% 和

3.9%。短短一个月内，美国经济展望

从可观增长转为显著萎缩，到底发生

了什么？

“贸易战担忧是人们对美国经济预

期转变的关键原因。”英国 《金融时

报》 这样评价。

分 析 人 士 认 为 ， 美 国 经 济 增 长

严 重 依 赖 个 人 消 费 ， 而 近 期 消 费 者

信 心 显 著 走 低 、 支 出 增 长 放 缓 ， 给

美 国 经 济 增 长 前 景 敲 响 警 钟 。 这 种

担 忧 ， 正 是 源 于 美 政 府 加 征 关 税 、

驱 逐 非 法 移 民 等 政 策 带 来 的 通 胀

压力。

英国 《经济学人》 刊文指出，关

税以多种方式拖累美国经济增长。进

口价格上涨会增加国内企业的生产成

本，抵消那些所谓“受保护企业”的

产出增量；消费者成本的增加则削弱

了他们的实际消费能力。

2022 年 6 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

数 （CPI） 涨幅在拜登政府万亿美元

经 济 刺 激 计 划 等 因 素 推 动 下 攀 升 至

9.1%的高点，此后受美国联邦储备委

员会连续激进加息影响逐步回落。今

年 1 月 ， 美 国 CPI 同 比 上 涨 3% ， 为

2023 年 8 月以来最大涨幅；核心 CPI

同比上涨 3.3%，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长期目标。

分 析 人 士 以 上 世 纪 70 年 代 美 国

通胀走势作对比，认为通胀在加征关

税等政策推动下很可能卷土重来。当

时，美国 CPI 涨幅从 1974 年的 12%回

落至 1976 年的 5%，但在 1980 年重新

攀升至 15%，教训之一就是通胀挑战

还 未 完 全 消 除 时 政 策 就 “ 有 所 松

懈”。而当前，美国关税政策已对美

联 储 货 币 政 策 等 通 胀 干 预 手 段 形 成

干扰。

美 国 企 业 研 究 所 经 济 学 家 迈 克

尔·斯特雷恩认为，在加征关税政策

影响下，进口商品价格大幅提高将给

仍然困扰美国经济的通胀问题“重新

点一把火”。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

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通胀

压 力 正 面 临 2021 年 以 来 的 最 严 重 局

面，而美国经济衰退概率已接近 50%。

估值：繁荣泡沫的幻灭

“‘衰退交易’重回华尔街”“只

讨论该卖什么，而不是买什么”“好日

子戛然而止”⋯⋯近期，美国股市投

资 者 心 态 越 发 焦 虑 ， 市 场 不 再 充 斥

“特朗普交易”的买涨声，而是被“特

朗普衰退”的恐慌所笼罩。

10 日，美国股市上演“黑色星期

一”，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均大幅下挫。

类似“黑色星期一”在过去一年中多

次上演，且频率更趋密集。

去年 8 月 5 日，全球市场遭遇“黑

色星期一”，美国三大股指大幅收跌，

纳斯达克 100 指数市值蒸发 9000 多亿

美元。当时就有媒体评价：“美国股市

估值高于历史上几乎所有时期，回归

正常估值前路漫漫。”

今年 1 月 27 日，连创新高的美国

股市陡然下跌，英伟达市值单日蒸发

近 6000 亿美元、美国上市科技企业总

市值单日缩水约 1 万亿美元，引发投

资者对美国科技巨头股价“到底值不

值”的质疑。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在业绩驱动

和投机行为等因素影响下，美国股市

长期享受高估值红利，本身已积累不

少泡沫风险，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等一

系列单边主义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只

是让美股估值显得更加不合理，从而

加速泡沫破裂过程。

美国股市泡沫到底有多大？不妨

看一组数据：

——以当前市值计算，美股市值

在全球股市总市值中的份额已近三分

之二，逼近上世纪 60 年代末 70%的最

高纪录。

——以衡量股票估值的周期调整

市盈率计算，当前欧洲股票估值不到

美国股票的一半，两者估值差距达到

数十年来最高。

——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指数市

盈 率 仅 低 于 2000 年 互 联 网 泡 沫 破 裂

前 水 平 。 该 指 数 中 ， 苹 果 、“ 字 母

表”公司、亚马逊、“元”公司、微

软 、 英 伟 达 和 特 斯 拉 “ 科 技 股 七 巨

头 ” 总 市 值 所 占 权 重 接 近 三 分 之

一 ， 且 不 少 人 认 为 这 些 科 技 企 业 估

值“高得离谱”，美国前十大公司总

市 值 权 重 达 40% ， 为 1980 年 以 来 最

高水平。

美国朗德希尔投资公司首席执行

官戴夫·马扎认为，美国股市估值面

临重新校准，投资者关注点已从未来

潜力转向关税和通胀。“换句话说，好

日子到头了。”

美国奥本海默资产管理公司衍生

品交易主管阿隆·罗辛表示，美国政

府贸易政策等混乱情况正迫使投资者

做好避险准备。

债务：国家信用的崩塌

本周，美国联邦政府迎来又一个

“关门”节点。若国会两党 14 日前难

以就拨款方案达成共识，部分联邦政

府机构将因资金问题“停摆”。

联邦预算总难产、债务上限频提

高、发债融资“借新还旧”⋯⋯美国

多年来财政管理乱象丛生，近期又面

临新的警告。

“美国债务危机恐三年内爆发！”

全 球 最 大 对 冲 基 金 桥 水 基 金 创 始 人

瑞·达利欧本月初预测。

倚仗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

地 位 ， 美 国 长 期 放 任 债 务 “ 野 蛮 生

长”。2017 年 9 月，美债规模突破 20 万

亿美元；2022年 2月，美债规模突破 30

万亿美元。本月 7日，美债规模已超过

36.2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德国、日

本、印度、英国五国经济总量之和。债

务膨胀速度正令经济增长势头相形见

绌，也让越来越多国家和机构重新审视

美国作为可信赖借贷对象的形象。

标准普尔机构认为，作为全球最

大债务国，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高

额的利息支出和大量的债务再融资需

求将推动长期债券发行量达到 4.9 万亿

美元。到 2026 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

将占 GDP 的 6%以上。另据美国独立

研究机构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估算，

最极端情况下，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可

能使美国债务增加约 15 万亿美元。

达利欧担心，不久的将来，美国

“借新还旧”可能面临缺乏买家 （外国央

行、美国国内银行和美联储）的境地。

“信用就像人体输送血液和营养物

质 的 循 环 系 统 ， 一 方 面 意 味 着 购 买

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负债。反过来

说，债务 （过多） 将形成堵塞动脉的

斑块。”达利欧说，如果美国新一届政

府不致力于减少赤字，美国信用就会

崩塌，“跟心脏病发作一样”。

迪拜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创新高

本报驻阿布扎比记者

李学华

阿联酋迪拜酋长国媒

体 办 公 室 近 日 发 布 消 息

称，一项外国直接投资市

场数据显示，迪拜连续第

四年被评为全球绿地外国

直 接 投 资 （Greenfield

FDI）最佳目的地。

绿 地 投 资 又 称 新 建

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投

资 主 体 在 东 道 国 境 内 设

置 的 部 分 或 全 部 资 产 所

有 权 归 外 国 投 资 者 所 有

的企业，这类投资会直接

导致东道国生产能力、产

出 和 就 业 的 增 长 。 分 析

认为，迪拜的前瞻性战略

和 极 具 吸 引 力 的 商 业 环

境，以及基础设施和战略

位 置 使 其 成 为 投 资 者 的

首选目的地。2024 年，迪

拜 吸 引 了 523 亿 迪 拉 姆

（约合 142.4 亿美元）的外

国直接投资，与 2023 年的

392.6 亿 迪 拉 姆 相 比 ，增

长 了 33.2% ，创 下 迪 拜 自

2020 年 以 来 单 年 吸 收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额 的 最 高 纪

录 。 从 投 资 项 目 数 量 来

看 ，2024 年 迪 拜 吸 引 了

1117 个绿地 FDI 项目，创

历史新高。同时，2024 年

迪拜还吸引了 50 个总部

（HQ）外 国 直 接 投 资 项

目，连续第三年蝉联全球

第一。2024 年，外国直接

投 资 为 迪 拜 创 造 了 约

5.868 万 个 工 作 岗 位 ，同

比 增 长 31% 。 在 吸 引 绿

地外国直接投资项目、资

本和创造就业方面，迪拜均名列中东

和非洲地区第一。

调查数据显示，在消费品、工业、运

输及仓储、食品饮料和旅游业、网络安

全和电子商务等类别中，迪拜在吸引绿

地 FDI 项目、资本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

均居全球第一位；在金融服务、总部、房

地产和人工智能（AI）等行业吸引绿地

投资项目方面也名列第一。迪拜在全

球先进信息技术（AIT）领域 FDI 项目

中所占的份额也从 2023 年的 7.3%增至

2024 年的 8%，巩固了其作为 AIT 相关

FDI 项目首选目的地的地位。

就 进 入 迪 拜 的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类 型 而 言 ，新 投 资

增长了 23%，再投资则激增

了 98%，风险资本支持的外

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39%，并

购（M&A）增 长 了 8%，反 映

出 投 资 者 信 心 的 持 续 增

强 ，以 及 对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和 市 场 整 合 的 浓 厚

兴趣。

根据迪拜经济与旅游局

发布的《迪拜外国直接投资

监测》，2024 年，迪拜宣布的

FDI 项 目 达 到 1826 个 ，比

2023 年的 1650 个项目增加

了 11%，这是迪拜有史以来

宣布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总

数的最高纪录。2024 年，前

五大投资来源国约占迪拜吸

收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总 量 的

63%，其中印度占 21.5%，其

次 是 美 国（13.7% ）、法 国

（11%）、英 国（10%）和 瑞 士

（6.9%）。在迪拜宣布的外国

直接投资项目总数中，前五

大来源国约占 55%，其中英

国 占 17% ，其 次 是 印 度

（15%）、美 国（14%）、法 国

（4.5%）和意大利（4%）。

从投资行业分布来看，

前五大行业占迪拜吸引外国

直接投资总流量的 53%，包

括酒店和旅游业（14%）、房

地产业（14%）、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9.2%）、建筑材

料 业（9%）和 金 融 服 务 业

（6.8%）。按外国直接投资项

目计，前五大行业约占已宣

布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总数的

68%，依次是商业服务（19.2%）、食品和

饮 料（16.5%）、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14.3%）、纺 织 品（9.6%）和 消 费 品

（8.3%）。

根 据 联 合 国 贸 易 和 发 展 会 议

（UNCTAD）的预测，2025 年全球外国

直接投资前景将在经济稳定、技术进步

和地缘政治变化的推动下温和增长。

在全球不确定性和经济形势不断变化

的情况下，2025 年迪拜的外国直接投

资前景依然乐观，预计迪拜将继续吸引

大量投资，尤其在高科技和创新驱动型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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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面长远眼光看待中欧贸易

郭

言

近段时间，美国高举关税“大棒”，四处

挑起贸易争端，加拿大、欧盟等美国传统盟

友也未能“幸免”。美国造成的全球经贸紧

张局势，正给世界经济带来严峻挑战，国际

社会应加强团结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和国际贸易规则。其中，作为全球两大重

要经济体，中国和欧盟面对严峻复杂的国

际形势，应秉持建交初心，加强战略沟通，

增进战略互信，坚持伙伴关系定位，共同应

对全球性挑战。

2025 年 是 中 国 同 欧 盟 建 交 50 周 年。

50 年来，中欧经贸合作稳步发展，贸易额

从 24 亿美元增长到 7800 亿美元，投资额从

几乎为零增长到近 2600 亿美元。中欧班

列累计开行突破 10 万列，成为联接亚欧的

黄金通道。中欧经贸合作成为推动双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为世界经济注

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

但 是 也 要 看 到 ，在 对 华 经 贸 关 系 方

面，欧洲一些人存在误解或偏见，声称中

欧贸易存在不平衡问题。这种论调未能

反映中欧贸易的本质。看待中欧贸易结

构问题，应跳出双边看全球、跳出当下看

长远。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各经济体

相互影响，世界贸易网络错综复杂。双边

贸易往往并非仅由双方左右，也受到全球

供应链、国际市场波动、地缘政治等双方之

外的因素影响。中欧同为全球重要经济

体，都深度融入全球经贸体系，都在全球供

应链中发挥着显著作用。中欧贸易结构不

仅体现了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和比较优势，

也是世界经济各类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例如，国际棉花产量波动会直接影响

中欧服装贸易成本，中欧动力电池贸易与

南美和非洲的金属矿产也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因此，看待中欧贸易结构问题，不能

忽视全球经贸网络的复杂性。

还要看到，中欧贸易结构既非此消彼

长的零和博弈，也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平

衡的结果。贸易的发展由实实在在的需求

驱动。50 年来，中欧贸易规模持续攀升，

贸易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反映的正是双方

企业对于优化运营成本的需求和双方消费

者对于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例如，随着

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升，中产阶级规

模不断扩大，更多欧盟优质商品近年来借

助进博会等平台在中国市场找到销路。同

样，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追求绿色生活方

式，也是中国绿色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重

要驱动力。

当前，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正深刻重构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写世界经济版图。可以预见，中

欧市场都会不断出现新的需求，双方贸易若能正常发展，也将不断实现新

的结构平衡。

事实清楚表明，中欧贸易发展是互惠互利的。如今，中欧经济总量超

过世界三分之一，中欧合作更具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一个健康稳定的

中欧关系，不仅将成就彼此，还将照亮世界。欧方要以更广阔的视野、更

长远的眼光、更开放的心态看待中欧贸易，与中方相向而行，加强经贸往

来合作，共同做大发展蛋糕，给双方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也为全球经济稳

定与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图为柬埔寨暹粒吴哥古迹图为柬埔寨暹粒吴哥古迹。。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