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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看台

全球制造业正在萎缩，世界经济发展前

景蒙上阴影。

7 月 2 日 ，摩 根 大 通 和 数 据 研 究 机 构

Markit 发布联合报告，6 月，全球 PMI（采购经

理人指数）为 48.9，为 3 年来最低。美国、欧洲

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集体萎缩，经

济下行压力加剧，全球经济正面临严峻考验。

摩根大通全球经济协作总监大卫·汉斯

利评论说：“全球制造业 PMI 自去年 11 月以

来首次跌破 50，在此轮全球复苏中第二次

回落。库存调整是导致制造业萎缩的原因

之一。”

分析人士甚至预测，全球经济可能陷入

自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二次衰退。

PMI普遍跌破荣枯线

PMI 指数 50 为荣枯分水岭，PMI 高于

50 时 ，反 映 制 造 业 经 济 扩 张 ；低 于 50，则

反 映 制 造 业 经 济 收 缩 。 制 造 业 对 于 衡 量

各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可视为经济复苏

的晴雨表。

7 月 2 日，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发布的数

据显示，美国 6 月制造业 PMI 为 49.7，远远

低于市场预期，这是美国 PMI 在 3 年来首次

跌破 50。

欧元区依然是全球制造业疲弱的主要

拖累者，欧元区产出环比严重下滑，德、法、

西、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Markit 公布的最

新数据称，6 月份，欧元区制造业 PMI 终值

为 45.1，处于 3 年来最低水平。德国 6 月的

制造业 PMI 终值为 45，创 3 年来新低。

另外，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巴西、越南经

济加速下滑，日本、韩国经济也在萎缩。

Markit 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

表示：“数据显示，企业对雇员人数和原材料

采购规模的削减速度创两年半以来的新高。

第二季度，欧元区制造业产出将收缩 1%。今

年下半年，经济收缩还将进一步加速。”

经济复苏前景扑朔迷离

事实上，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一直

未能摆脱复苏与衰退交替循环的羁绊。今

年年初，美国和日本经济曾出现复苏迹象，

但受到欧元区经济继续恶化的拖累，美国和

日本的经济发展隐忧依然存在，复苏放缓，

经济发展前景再添重重疑虑。

业内专家认为，6 月，全球制造业创 3 年

来最快萎缩速度，中国和欧美制造业 PMI

陷入荣枯线之下，全球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记者采访到的国内制造企业也佐证了

这一观点。

海尔空调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出

口到欧美的订单减少，全球制造业的低迷态

势还将持续。”

广东中山圣雅伦有限公司董事长梁伯

强从事出口贸易已经 10 多年。他对记者直

言：“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出口订单就在减

少。外贸不好做，很不好做。”对全球经济复

苏前景，他表示担忧：“欧债危机持续恶化，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新兴经济体增

速普遍下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可以说，世

界经济前景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能否

找到正确的方向将决定其长期发展前景。

与危机期间世界各国普遍采取扩张性政策

相比，当前各国面临的是一个发展方向的战

略选择问题。”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

长刘洪钟认为，在美国经济缓慢复苏的情况

下，欧洲经济能否摆脱危机困扰以及中国经

济能否稳定增长，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的前

景和走向。

中国经济滑坡影响进口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金融危机中不可能独善其身，经济增速持续

放缓已是事实。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

洪才认为，金融危机期间，中国GDP增长对全

世界的贡献率达到50%，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经济的引擎和发动机。

徐洪才强调，中国经济滑坡太多将影响

进口，对外部影响比较大，尤其将影响到欧

美国家的经济复苏。因此，仅靠中国一己之

力是无法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

“寄希望于中国充当填补全球需求缺口

的角色并不现实。”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

宏斌也表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能

为全球经济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保持自身的

内需和经济平稳增长。这不仅对中国有利，

而且也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压舱石”。

2012 年 6 月 中 旬，一 场 纺 织 行 业 的 展

览 盛 会 将 世 界 的 目 光 引 向 了 黄 浦 江 畔 ，

来 自 全 球 的 大 客 户 们 不 仅 看 好 中 国 的 纺

织 市 场 ，更 对 中 国 的 纺 机 市 场 饶 有 兴

趣 。 展 览 会 前 夕 ，在 轻 纺 之 城 常 州 ，约

800 余 家 纺 织 企 业 的 负 责 人 挤 进 了 奔 牛

镇 的 一 家 民 营 经 编 机 械 厂 ，给 这 个 雾 雨

之 中 的 小 镇 又 增 添 了 些 许 热 闹 的 气 氛 。

记 者 了 解 到，在 这 些 被 邀 请 的 参 观 者 中，

除 了 日 本 、越 南 、英 国 等 国 的 客 商 外 ，大

部 分 企 业 负 责 人 来 自 浙 江、福 建 长 乐、广

东 汕 头 等 区 域 。 国 际 、国 内 市 场 的 不 确

定 性 以 及 生 产 成 本 的 提 高 ，迫 使 他 们 开

始 寻 求 新 的 生 产 工 艺 和 设 备 ，以 降 低 人

力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中国针织工业协会副会长、经编分会

会长沈顺年告诉记者，伴随着纺织行业的

快 速 发 展 ，中 国 的 经 编 产 业 正 在 赶 超 德

国。目前，除了衣用纺织品以外，经编技术

已经运用在包括航天、航空、水利工程、船

舶制造、军事装备以及人造血管等在内的

领域。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针织协会

组织的“走基层 看纺织”常州润源站，沈顺

年掰着手指头向记者描述经编产业现状以

及发展趋势。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了 11 个经

编产业群，分别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

区。企业规模约 3000 余家，其中规模以上

企业约 700 家，产值超亿元企业约有 100 余

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针

织产业（规模企业）实现主营业收入 4707.1

亿元，实现利润 195.96 亿元，其中，经编产业

实现产值约 1066.5 亿元，约占针织产业主营

业收入的 22.7%，实现利润 45 亿元，约占针

织产业利润的 23%。

经编纺织市场的规模放量，极大地刺

激了经编机械研发制造。常州润源经编机

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占洪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从 2002 年至今的 10 年时间，企业

的生产规模已经从当初每月的几台发展到

年产 1000 余台。在他看来，品牌、质量、价

格是中国纺织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要

素，中国经编机械研发制造技术的提高则

是这些关键要素的重要支撑。王占洪还向

记者透露，目前，润源的研发投入占公司销

售收入的 15%，除了常规产品的研发外，润

源还参与人造血管的研究，以期涉足纺织

医疗领域。 （下转第2版）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截稿新闻

中国经编产业正在赶超德国

本 期 看 点

中国游艇产业

飘浮在黄金水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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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搅局

国际石油市场再起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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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新 闻 速 递

劳务派遣行业重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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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在华经营“店大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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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三大评级机构展开调查

欧盟官员近日表示，欧洲证券及

市场管理局已对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展

开调查，以确定其对银行业的评级过

程是否足够严格和透明。近期，评级

机构再次大规模下调银行业评级，引

发了评级机构是否具备足够分析资源

的担忧。

全球央行增持日元避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

示，除美元外，第一季度，全球央行还

增持了其它几种避险国货币，其中日

元 持 仓 最 多，增 幅 为 1.8%，至 2027.3

亿美元；瑞士法郎持仓增幅最大，达

6.4%，增至 68.9 亿美元；欧元持仓增加

仅 0.7%，至 1.42 万亿美元。

上半年全球并购金额下滑21%

汤森路透统计的数据显示，2012

年上半年，全球企业并购金额较去年

同期下降了 21.5%，至近 1.11 万亿美

元，在 17652 起并购活动中，42%的并

购发生在美国。另外，上半年，能源

与电力行业的并购活动最多，并购金

额占总额的 18.1%，其次是原材料行

业 ，占 比 为 13.3% ，接 下 来 是 金 融 行

业，占比为 10.9%。

富士康拟印尼建厂

印尼贸易部长日前透露，他们已

经与富士康就工厂选址问题展开磋

商，那些工厂可能会提供 100 万个就

业岗位，规模将与富士康在中国的业

务大致相当。不过，富士康生产的产

品是出口还是在印尼国内销售，目前

还不清楚。

航油进口到岸完税价下跌

国家发改委近日核定，7 月份，中

国航空煤油（标准品）进口到岸完税

价为每吨 6768 元，每吨比上月跌 741

元，跌幅为 9.87%。根据国内航线旅

客运输燃油附加与航空煤油价格联

动 机 制 ，国 内 航 线 燃 油 附 加 费 将 下

调。7 月 5 日起，多家航空公司将下

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 公里以

上 航 段 降 至 100 元，800 公 里 以 内 航

段降至 50 元。

（本报综合报道）

小米公司：

40亿美元的机遇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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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制造业萎缩 外贸出口风险加大

7 月 4 日，工人在北京霍营钢铁物流堆场作业。据库存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全国热轧、中厚板、线材、螺纹钢、冷轧五

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总量为 1585 万吨。自此，国内钢市结束了连续 18 周漫长的钢材去库存化，但较去年同期水平仍然高出 127 万吨。预

计钢材库存将继续回升，后期钢材价格走势将受到压制。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本报讯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武钢

考虑到物流风险等因素，放弃在巴西建

厂计划，可行性研究报告宣告失败。不

过，7 月 4 日，武钢方面予以否认，称武钢

公司巴西项目部未收到任何停止可行性

研究的通知，一切工作均按计划与合作

方共同推进。

2009 年，武钢投资 4 亿元，成为巴西

EBX 集团下属 MMX 公司第二大股东。

同时，武钢与 MMX 集团达成协议，计划

在巴西约州阿苏工业园区建设钢铁厂，

并按国家规定做前期可行性研究报告。

媒体报道称，武钢计划在巴西建厂

的投资金额为 50 亿美元，控股新厂 70%

股份。但经过前期反复调研发现，物流、

焦煤、市场等不可控风险超出预期，尤其

是在原材料焦煤和焦炭来源方面，武钢

无法解决，最终决定放弃建厂计划，可行

性研究报告宣告失败。

武钢集团外宣办负责人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该报道不属实。武钢将依照

国家有关规定，对国有资产对外投资的

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和申报，确保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

近年来，中国钢铁业一方面努力构

建海外铁矿石供应基地，另一方面，有实

力的大型钢厂开始尝试向海外转移钢铁

产能。但是，海外建厂难度很大，迄今鲜

有付诸实践的案例。 （雷 闯）

武钢否认
终止巴西建厂计划

外资日化巨头盘踞中国市场

涨价“没商量”
详细报道见第 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