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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动能不足，国际机构
下调预期

世界经济论坛 2024 年年会近日发
布《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半
数以上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 2024
年全球经济将走弱，70%的首席经济学
家表示地缘经济将加速分裂。

对此，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萨迪
娅·扎希迪表示，新近发布的《首席经济
学家展望报告》凸显了当前经济环境的
不稳定性。在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全球
经济的韧性在未来一年将继续受到考
验。萨迪娅·扎希迪指出，尽管全球通胀
正在缓解，但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全球紧
张局势不断加剧，不平等现象趋于恶化，
这凸显了全球合作为可持续、包容性的
经济增长积聚动力的迫切性。

今年以来，主要国际机构普遍下调
了对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

据路透社报道，1 月上旬，世界银行
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
计，2024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连续第三年
放缓，从 2023 年的 2.6%降至 2024 年的
2.4%，这将使 2020 年—2024 年成为全球
经济30年来增速最慢的5年。世界银行
表示，尽管全球经济在 2023年面临衰退
风险时表现出韧性，但地缘政治紧张局
势加剧将带来新的挑战，导致大多数经
济体在 2024 年和 2025 年的增长速度不
及过去10年。

联合国 1 月发布的《2024 年世界经
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世界经济增速
将 从 2023 年 的 2.7% 降 至 2024 年 的
2.4%。报告指出，利率居高不下、地缘政
治冲突升级、国际贸易不振、气候灾难多
发，对全球经济构成严峻挑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认为，
2024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 2023 年的
3%小幅下滑至2.9%。

“不同于 2023 年国际社会对全球经
济相对乐观的预期，如今各方对 2024
年全球经济前景的期待归于谨慎。首
先，从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来
看，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
体，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考验。尤其是主
要发达经济体方面，相关数据显示美国
经济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
美联储长期加息带来的滞后影响不断凸
显，2024年美国大选将进一步增加美国
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深受地缘政
治冲突拖累，尚未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
办法，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经济
增长持续低迷，给整个欧洲经济蒙上阴
影。其次，从客观因素来看，新冠疫情
造成的疤痕效应、美欧激进加息形成的
滞后效应以及局部地缘政治冲突久拖不
决引发的复合效应，都将给全球经济带

来新的挑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员倪
建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知名经济学家、春华资本集团董事
长胡祖六认为，总体来看，2024年全球
经济不容乐观。值得注意的是，2024
年，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将举行选
举，在全球经济产出和总人口中都占不
容小视的比重，这将给全球经济增长带
来更多不确定性。

诸多风险叠加，需要全球
合力应对

2024年，全球经济主要面临哪些风
险，该如何疏通堵点、恢复增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陈文玲认为，2024
年全球经济主要存在以下风险：一是战
争风险。2024年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紧张
和全球安全局势紧张可能继续加剧，影
响全球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二是通胀
风险。目前全球的通胀率虽然有所下
降，但仍在高位，且导致通胀的问题仍
在，还有反弹的可能性；三是债务风险。
与以往债务浪潮相比，当下的债务浪潮
呈现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增长最快的特
征；四是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链风险。
具体影响因素包括美国试图继续推动产
业链重塑，全球供应链中心将逐步调整，
全球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
流速、流量和结构加快调整变化；五是货
币政策风险。2024年美国的货币政策将
出现转向，从连续升息转向降息，这会不
会导致新一轮流动性泛滥，需要观察；六
是能源和大宗商品的风险。受乌克兰
危机、巴以冲突、能源转型、大国竞争博
弈的影响，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仍处于
高风险或高位震荡的状态；七是生态环
境风险。海平面上升、火山爆发、森林大
火、生物多样性丧失、空气污染、塑料污
染等挑战将持续影响世界生态环境；八
是政治动荡政权更迭的风险。2024年是
多国大选之年，多个国家和地区政权更
迭，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以及对全

球经济都会产生较大影响。
“世界经济要恢复增长，最重要的是

排除过多的人为干预，使其内生动力正
常化。可以看到，此前美国过度干预的
经济政策已给全球经济造成负面效应，
且这种负面效应持续发酵。例如，美国
为了维护自身经济竞争力，连续加息，提
高关税，加大产业补贴，出台一系列歧视
性经贸政策。这种基于零和思维、具有
保守主义倾向的政策阻碍正常的经贸往
来，并且产生严重外溢效应，波及抵御能
力较弱的其他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
的损害日益明显。”倪建军说。

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
济展望》报告指出，2024年全球经济面
临诸多下行风险。世界银行认为，在当
前形势下，需要全球合作来提供债务减
免、促进贸易一体化、应对气候变化和
粮食安全问题等。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合
作晴雨表》，在2012年至2020年，全球
合作呈上升态势，但从 2020 年到 2022
年，全球合作指数开始掉头向下。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丁纯
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和平发展是
主导议题，如今一些国家出台新政策，
搞“脱钩断链”，导致各经济体之间信
任的缺失。

“在全球经济恢复增长的过程中，恢
复各国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某些国家
试图拉小圈子，在小范围内建立所谓的
信任，并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
化、武器化，这只会加大全球分裂，加剧

‘信任赤字’，进一步增加其他国家的发
展成本，导致全球经济形势恶化。信任
建立在我们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并愿
意为之共同努力的基础之上。中国提出
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重建全球
信任指明了正确方向。”倪建军说。

中国经济回升向好，为世
界提供更多机遇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
日前表示，当前，中国正在从基于投资

和基础设施等的增长转向基于创新引领
的增长。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领
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全球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可以为推动各国重建
信任作出重要贡献。

在全球经济面临风险和挑战之际，
国际社会的目光汇聚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期待 2024 年中国能继续为全球经
济带来正能量、注入新动能。

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2023 年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初步核
算，2023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突
破12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于2023
年初确定的5%左右的预期目标。

对于中国经济交出的这份成绩单，
国际社会给予积极评价。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作为贡献
全球增长 1/3 的重要经济体，2023 年中
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对中国、
亚洲和全球都是好消息。萨迪娅·扎希
迪认为，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中国
经济健康发展将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非
常积极的溢出效应。

近期，多个国际组织及商业机构纷
纷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认为
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其中，IMF 上调了 0.4 个百分点，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上调了 0.1 个百
分点。专家分析认为，这表明国际社会
普遍看好中国2024年经济发展前景。

胡祖六认为，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
2024年中国经济表现依然值得期待。中
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来自消费、科技创新
和民间投资等。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措
施，不断提振消费者信心和投资者信
心。此外，近年来中国涌现出大量全球
领先的创新企业，在人工智能、绿色能
源、医疗健康等领域涌现大量投资机
会。中国经济韧性很强，拥有巨大投资
机遇。

“近年来，在外部环境剧烈动荡的背
景下，中国经济内生的稳定性日益突
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目标明确，
政策连贯，为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提供了
宝贵的确定性。”倪建军表示，近年来，中
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并且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以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
览会等平台，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与
世界共享机遇。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5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
关键一年。中国在 2023 年出台的相关
经济政策的效力将在 2024 年进一步释
放，同时新的政策也在不断酝酿推进。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
变，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
件在不断积累增多。相信 2024 年中国
经济将持续回升向好，值得世界期待。”
倪建军说。

重建信任，合力疏通全球经济堵点
本报记者 严 瑜

近日，各大国际机构陆续
发布报告，纷纷下调对2024年
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反映出
全球经济恢复增长动力不足
的态势仍在延续。

在日前举行的以“重建
信任”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
坛2024年年会上，包括世界

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克劳斯·施瓦布在内的众多人
士呼吁，面对债务危机、通
货膨胀、贸易不振等全球性
挑战，国际社会应当重建信
任，采取有力有效的合作举
措，共同破解全球经济堵点
难点。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今年是中法两国建交 60 周年。60 年
来，民心相通，让两国友谊历久弥新。

一颗西红柿，“心里从此有了
中国”

索尼娅·布雷斯莱是名作家，她和中国
的交集始于 2005 年。那时，她哲学博士刚
毕业，处在“迷茫期”。“我的研究暂告一
段落，却还有太多问题没有答案”，于是，
她决定一路向东，坐火车探索“世界的另
一头”。

从巴黎到莫斯科，又在莫斯科的夜色
下，独自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布雷斯莱
回忆说，同包厢还有两名中国女士。“她们
递给我一颗漂亮的西红柿，还招呼我过来
和她们一起坐。”攀谈中，陌生人之间的局
促渐渐消失，大家热络起来。

车到哈尔滨，“我的旅伴在月台上饺子
摊蒸腾的雾气中不见了”。布雷斯莱用诗一
般的语言回忆这两名中国女士，“塞满的行
李，闪现又消失的身影，成了不断变幻的中
国风景”，“她们向我敞开通向中国的门”。

这是布雷斯莱中国之行最初的一个片
段，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她将这
次旅行写成一本游记，“心里从此有了中
国”。一切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也变得生动。
她忆起儿时父母给她读的小说 《王佛脱险
记》，那是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作品，以中
国古典传说为蓝本，讲述了一个充满法国
情调的中国故事。布雷斯莱重读这个逍遥
的东方传奇，体会到别样的意味。

后来，布雷斯莱又多次游历中国，把所
见所感记录成文。如今，她担任中法合作的
法文杂志《中法对话》的编委。“为什么我们
两国要加强对话？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找
到抵达内心的道路。”布雷斯莱说。

吃一顿火锅，听大熊猫家乡
人讲故事

法国公务员热罗姆·普耶是铁杆大熊猫
迷。儿时，有次路过商店橱窗，他一眼就看
中了一个可爱的黑白玩偶，许下了圣诞心
愿。稍大一些，普耶开始搜寻有关大熊猫的
一切，还从海外订购了英文版《卧龙的大熊
猫》，那是中美科学家联合研究的著作。

17 岁时，在巴黎万塞讷动物园，普耶与
来自中国的大熊猫“燕燕”亲密“面对面”，那
是他第一次见到真的大熊猫。1973年，中方
送给法国人民两只大熊猫“燕燕”和“黎黎”，

“黎黎”隔年不幸去世。普耶知道“燕燕”年
事已高，唯恐遗憾，努力说服全家驱车400多
公里北上巴黎。至今，普耶仍记得一路上的
兴奋，更忘不了见到“燕燕”时的激动。

2002 年，互联网普及初期，上大学的
普 耶 在 读 书 之 余 自 建 大 熊 猫 资 讯 网 站

“panda.fr”，搜集分享资料，还结识了世界各
地的大熊猫爱好者。网站运营至今累计访
客远超百万。2012年，成都大熊猫基地面向
全世界选拔“熊猫守护使”，普耶与另外两名
大熊猫迷从全球116万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普耶说，他因热爱大熊猫而喜欢中
国，因来到中国而认识真诚、友善的中国
人。他至今记得，有一年在四川宝兴农
村，途中饥饿找不到饭店，热情的乡民招
待他饱餐了一顿牦牛肉火锅。他还听乡民
讲起放牛偶遇野生大熊猫的事。

1869 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正是
在宝兴见到被当地人称为“黑白熊”的动
物。他的发现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宝兴因
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
被称作是“大熊猫老家”。普耶说：“法中两
国与大熊猫相关的情缘比人们所了解的更

深厚……大熊猫是法中友谊的使者。”

从“天外有天”，到“另一重天”

法国人诺贝尔·鲁兰是一名退休的大学
教授。他初到中国是在1997年，受邀在中国
香港和内地访学。短暂的经历让他意识到，

“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远胜西方对中国的了
解”。从此，中国再没有离开过他的视野。

鲁兰的专业领域是人类学。当不能亲
往中国时，他就用特别的方法考察中国社
会：读中国小说。鲁兰认为，好的小说可以
直接传递中国社会的“鲜活画面”，比学术著
作更“易读”，却也更“难懂”。陈忠实、王安
忆、阎连科、姜戎、刘慈欣……鲁兰在中国作
家的笔触间感知东方大国。

在鲁兰看来，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的涉
华报道偏颇失实，不能令人信服。他选择把
自己对中国的观察与思考集结成一本400多
页的学术随笔，与更多法国人分享他眼中的
中国。2022年10月，鲁兰的著作在法国出版，
书名为《天外有天》。他告诉记者，特意选了
这个中国成语，是希望读者能开眼看中国。

2023年秋，鲁兰时隔26年再访他笔下的
“另一重天”。一个月的行程，他感受最深的
是，“中国是多面的”。在上海“直指未来的高
楼大厦丛林”间，他欣赏了古雅清丽的昆曲

《牡丹亭》选段；在贵阳周边一处苗家村寨的
传统氛围中，他体验了一把“加速强劲、乘坐
舒适”的中国电动汽车……

作为人类学家，鲁兰自认是“多元文
化主义者”。他说，只要西方能客观认识中
国，就会明白，中西之间本没有必然的对
立，反而在很多方面可以相互借鉴。

新的一年，鲁兰说，他计划再访中国。
（据新华社电 记者乔本孝）

在法国，听他们讲述“我的中国缘”

家住美国得克萨斯州北部的朱丽
叶·托马斯坚持学中文已有10年。

她的微信头像是一个白底蓝色大
大的“懒”字。“用汉字‘懒’是提醒
所有人监督我，学中文要勤奋，不要
偷懒！”在达拉斯近郊一家咖啡馆里，
朱丽叶笑嘻嘻地解释。她今年 62 岁，
从事科技出版工作，目前正跟远在云
南的中国老师上网课学中文。

朱丽叶与中国的缘分始于童年。
“我奶奶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她

总让我坐在她腿上，我们一起翻看书
中图片和文字。奶奶总说中国是一个
神奇的地方，你长大后应该去中国！”

2009 年，朱丽叶随丈夫去北京参
加一个会议。碰巧当天是她生日，与
会者都用中文向她说“生日快乐”。

“我高兴坏了，要不是美国家里还有两
个年幼孩子，我几乎就决定不走了。”
朱丽叶回忆道，神情仿佛又回到当年
祝福声声的会场。

回到美国后，朱丽叶开始关注中
国，从更多方面了解这个国家。2012
年，她和丈夫再次从中国旅行回来，
丈夫送给她 10 堂在线中文课程作为圣
诞礼物。

就这样，朱丽叶开始学习中文。如
今，除了远程跟随中国老师学习，她还
通过一些中文学习软件自学，并坚持每
周在当地一所大学上3小时中文课。

朱丽叶说，她的中文老师相信严
师出高徒，除了布置听说、翻译等任
务，他会检查作业完成情况，并引导
谈论生活以及其他话题。朱丽叶最薄
弱的中文技能——口语已有很大提高。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从语
言开始，朱丽叶逐渐走向中国文化的
更深处。

“我喜欢结交中国朋友，热衷了解
中国文化，爱吃中国菜，看中国电影
和电视剧，听中国音乐，疫情之前我
甚至开始学古筝。”

中国历史的精髓深深吸引着朱丽
叶，中国传统文化也在人生的重要时
刻安慰了她。

“父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他是我的人生导
师，我非常爱他。父亲去世后我非常难过，我自问是否
做到了尽孝？是否做得还不够？是中国‘五福’启发、
安抚了我。”朱丽叶说。

在中国文化中，“五福”是幸福人生的五项指标，包
括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审视我家四处摆放
的中国‘五福’元素，逍遥步兰渚，感物怀古人，父亲
尊享‘五福’，功德圆满，应感欣慰。”

朱丽叶不仅自己爱上中文，还把这份热情分享给家人
和朋友。她开心地说：“朋友们支持我学中文，帮助我联系
中文老师，分享中国文化活动，还推荐各种中国美食。”

朱丽叶的大儿子是软件工程师，受母亲影响，他从
上大学起就开始学习中文。如今，母子俩都通过了 HSK

（汉语水平考试） 三级，正在准备四级考试。
朱丽叶说，刚开始学中文时，她只限于对中国语言

和文化感兴趣，从未想过它会成为自己生活中如此重要
的一部分。“10年中文之旅让我明白，我可能永远无法精
通这门语言，但我坚信不会放弃。”

眼下朱丽叶正和丈夫计划她的第六次中国之行，准
备去云南看望她的中文老师并邀请他来美国旅游。“我家
正在盖新房，我们为老师准备了房间，他愿意在我们家
待多久都行……我还想去张家界、苏州和西安住上几个
月，继续实现我对中国的奇妙梦想！”

“像我这样认为与中国有缘的美国人还有很多，我们
非常珍惜两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我们喜欢中
国，期望在两国之间搭建多元化沟通渠道。”朱丽叶说。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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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扑救山火

图为近日，在南非开普敦，一架直升机参与山火的灭火
作业。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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