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 12 月 10 日公布

了 11 月份经济数据。其中，11 月份全国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总 水 平（CPI）同 比 上 涨

1.4%，创近 5 年新低；11 月份，全国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 0.5%。

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CPI 上涨 1.4%没有超过可控

的上限，同时也不是一个通缩的状况。

左小蕾强调，对于 CPI 和 PPI 而言，

数据浮动没有关系，关键看是否合理。

“它是一个衡量经济是否稳定的指标。

CPI 上涨 1.4%没有超过可控的上限，同

时也不是一个通缩的状况。价格的走

低要分析具体原因，这跟人员价格降低

等因素都有关系，而且这并是今天才发

生。所以，可以说明数据浮动的原因，但

是不合适加任何的评论。‘经济衰退’、

‘经济下滑’这样的判断都没有有力的

根据。”

她 认 为 ，目 前 的 经 济 数 据 基 本 正

常。“目前的态势和存在的资本问题，我

们都很清楚。PPI 一直是负的，它的原因

是产能过剩。考虑到国际石油等大宗商

品价格走低，以及美国能源结构改变，一

下 变 成 了 能 源 输 出 国，增 加 了 市 场 供

给。这些都是原因。”左小蕾分析说。

左小蕾表示，产能过剩的问题一直

存在，应该想办法把结构调合理，这是政

策导向应该做的事情。“类似‘CPI 下降又

给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些空间’之类的话

都很不专业，不是说 CPI 一走低我们就应

该发货币。到了年底，国外一些媒体开

始说三道四，什么宽松的货币政策之类

的。”左小蕾诘问：“如果是产能过剩的问

题，发货币有什么用？如果是因为石油

价格在世界范围内的下降，发货币有什

么用？很莫名其妙。所以这些信息会误

导民众，他们总是让中国短期宏观调控

的政策围绕着旧结构挣扎。这样是在误

导我们的政策、误导市场。” （秦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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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印尼）登巴萨总领馆

正式开馆

中国驻（印尼）登巴萨总领馆12月8日

在印尼巴厘省省会登巴萨正式开馆，这是继

驻泗水和棉兰总领馆后，中国在印尼设立的

第三个总领事馆。之所以选择巴厘岛作为

新设总领馆所在地，是因为巴厘岛是印尼重

要的国际会议中心、印尼六大经济走廊之

一、被誉为“天堂之岛”的世界旅游胜地，

也是中国游客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印度明年经济增速

或为全球最快

瑞士信贷集团与花旗集团都看好印

度明年的经济增长，以美元计算的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将是全球最快。据分

析，印度经济回温的动力来自于对企业

友善的莫迪政府上台、印度央行的金融

业改革有成，以及国际商品价格大跌。

这些利多因素加上印度股市今年劲涨、

卢比汇率稳定维持在 59 卢比至 63 卢比

兑 1 美元的区间，让印度股市获得全球

投资人高度注意。

日元贬值刺激赴日游变购物游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官方报价，12 月

8 日，每 100 日元兑人民币 5.092 元，而去

年同期可兑换 5.909 元。记者从海外旅

业等国内多家旅行社了解到，由于日元

贬值，兑换人民币汇率持续走低，赴日旅

游购物相当于打 8 折，刺激了不少游客

去日本购物游，从 11 月开始，赴日旅游

的人数持续增加。

普京敦促发展本国科技对冲制裁影响

西方国家因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实

施制裁，限制该国获得外国的钻井技术，

而这方面的技术正是俄罗斯开发北极油

气资源的关键。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

一次政府会议上称，相关禁令会刺激俄

罗斯发展自己的技术。俄罗斯不会削减

在科学发展方面投入的资金，按之前规

划，这方面的资金在 2020 年前将保持在

8340 亿卢布（155.6 亿美元）以上。不过，

由于来自油气出口的收入下降，俄罗斯

可能需要评估预算支出。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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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看台

■ 本报记者 静 安

年终将至，在中国经济即将以平稳增

长、提质增效收官之时，人们不难发现，“深

改元年”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宏观

调控方式创新、转型升级红线鲜明、结构调

整从容有序，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精彩纷

呈。2015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也是新常态下的“第二年”，改革从 2014 年

的方案准备期迈入 2015 年的落地攻坚期。

在业界看来，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将对新常态下的改革作出“不一样”的部署。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

锡军告诉记者，当下描述中国经济绕不过去

的词汇就是“新常态”，这也是今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区别于往年的最大特点。

“新常态反映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意

味着为明年定的目标将不是简单的速度预

期，而是区间化的增长概念，而且目标也更加

多元化。如何实现区间化的增长概念、多元

化的目标、均衡式的发展模式，这将是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要确定的内容。”赵锡军说。

合理定速

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今年前三季度经

济增速为7.4%。多数专家和机构预计，全年增

速在7.4%左右，明年政府增长目标或定在7%。

“今年经济增长速度大概略低于 7.5%

的目标，下调目标顺理成章。”民生证券研究

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认为，从历史经验看，中

央曾在 1998 年和 2011 年两次下调增长目

标，均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被动降速’。

2015 年 经 济 增 长 目 标 有 所 下 调 的 概 率 增

大，最可能的是直接定在 7%，明年实现略高

于目标的增速。另一种可能是定在 7%至

7.5%区间，明年稳定在区间之内。

“从国际经验看，高增长之后的换挡也

是必然趋势。”管清友指出，根据世界银行增

长与发展委员会的统计，二战后连续 25 年以

上保持 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 13 个，

排除博茨瓦纳、马耳他、阿曼这样的小国，剩

余 10 个经济体基本都从第三个十年开始减

速，第四个十年能保持 7%以上增速的只有中

国台湾，其余经济体基本都掉到了 4%以下。

而中国目前已进入高增长的第四个十年。

“就业可实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

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

续——和它相对应的速度就是一个好的速

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强

调，实现有质量的增长比单纯以 GDP 论英

雄更重要，要以质量为目标倒推速度标准。

多元目标

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2015 年中

国宏观调控或将寻求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控风险等多个目标的平衡，新常态下的

宏观经济目标将呈现多元化趋势。

“新常态有很多标志。”全国人大财政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

阻分析说，新的速度——从过去两位数的高

速增长，到现在成为个位数，但我们不希望

增速下滑到 5%或者 4%，所以要“稳”；新的

动力机制——现在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四大

阵痛：制造业要去产能化、金融要去杠杆化、

房地产要去泡沫化、环境要去污染化，解决

这四种阵痛，关键要实现创新驱动。

转方式调结构、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

控、加强民生保障是2015年宏观调控具体追求

的目标，其中，结构调整将被放在更重要的地

位。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李雪松认为，当前，国内新的经济增长点尚难以

形成有力支撑，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十分

必要。而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

中卿提醒：“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应当守住底

线，守住不发生风险或者风险不引爆的底线。”

“一带一路”等重大经济战略亦被看作明年

经济工作部署的重点。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

秘书长张燕生认为，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中国

将以资源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在沿

线国家发展能源在外、资源在外、市场在外三头

在外的产业，并进而带动产品、设备和劳务输出。

改革主线

增速目标的下调，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

为更快推进改革预留空间。12 月 5 日召开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关键之年”，提出要“狠抓改革攻坚”。在国

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看来，2015

年，中央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推

出既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

革举措，提高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质量，抓好经

济体制改革措施的落地。2014年深改组1至7

次会议审议的国企、财税、金融、社保、土地、司

法等一系列改革方案将逐步实施。

其中，国企改革备受瞩目。据记者了

解，目前，已有 20 余个省份出台国企改革方

案，国资委启动了 4 项改革试点，中石化迈出

混改实质性步伐。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邵宇对记者透露，国资改革的总体设计文件

可能会在 2014 年底出来，文件将对改革的操

作原则、总比例把握、完成进度等进行明确。

财税和土地改革也备受市场关注。中

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

鲁表示，中央深改组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

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

改革的试点工作意见，不排除土地制度和房

产税改革明年会有较大推进。

此外，瑞银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明

年存款保险制度将正式推出，金融改革步伐

将加快；在通缩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价格改

革将加速，可能进一步放松对能源、公用事

业价格的调控。

深改遇到新常态 部署经济新战略

本 期 看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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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接受严冬大考
价格疲软似成定局

截稿新闻

民生证券：
11月CPI未超可控的上限

据路透社 9 日报道，欧盟已经列出一份

总价值 1.3 万亿欧元（合 1.59 万亿美元）包

含近 2000 个项目的清单，作为一项投资计

划的潜在备选项目，在不增加各国债务情

况下振兴经济和就业。

据欧洲央行（ECB）的数据，投资受到

欧洲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在欧元区的投

资从 2008 年以来下降了约 20%。各国希望

放松预算的严厉约束，以促进投资。

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文件，应欧盟执

委会主席容克的要求，欧盟各国政府提出

了一份项目清单，从赫尔辛基的新航站楼

到英国的防汛设施均包括在内。

“确认了近 2000 个项目，总投资规模为

1.3 万亿欧元，其中 5000 亿欧元的项目将在

未来 3 年内落实。”文件表示。这份文件由欧

元区各国政府、欧洲投资银行和欧盟执委会

拟定，欧盟各国财长 9 日就此进行讨论。

欧盟执委会经济事务执委莫斯可维西

8 日表示，脆弱的地区经济“有力地凸显出

这份宏大投资计划的必要性”。

不过，分析师们认为，这些项目并不一

定会帮助拉低接近纪录水准的失业率、抵

御欧元区通缩或提振疲弱的企业信心，而

且迄今为止，各国在共同出资问题上也不

情愿。

清 单 列 出 的 项 目 还 包 括 荷 兰 住 房 改

造、爱尔兰修建新港口以及连接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的快速铁路，这条

铁路造价将在 45 亿欧元。欧盟官员强调，

投资计划中的项目尚未最终确定。

其他可以创造就业的项目有德国氢燃

料电池动力车充电站、西班牙高速宽带网

络扩建和提高法国公共建筑节能效率的工

程。近 1/3 的项目都与能源有关，另外 1/3

侧重于交通，其余项目则主要涉及创新、环

境和住房。

欧盟执委会计划让第一批项目做好在

6 月吸引民间资金的准备。这其中许多项

目一直因为缺乏融资而受挫，也有一些跨

境项目因为政治因素而受到影响。

容克于上月提出一项计划，希望以此

吸引约 3150 亿欧元的欧盟新资金，其中主

要为民间资本。这是欧盟一项全面计划的

组成部分，该计划旨在摆脱债务和银行业

危机以后数年来的低增长局面。

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 8 日出席布鲁塞

尔的欧元区财长会议，下周将回来参加一

个欧盟领导人峰会，会上可能对这项复苏

策略进行具体充实。 （钟 鑫）

欧盟列出1.3万亿欧元潜在投资项目清单

新能源项目推进政策出台
分布式发电企业受惠

详细报道见第 5 版

水果超市小而精
后方团队作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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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未至，人们已经提前感受到节日气氛并开始筹备节日

采 购 。 记 者 在 西 班 牙 巴 塞 罗 那 大 教 堂 前 的 街 区 发 现，此 时 的

西方圣诞气氛渐入高潮，“圣诞老人”在街头与游人合影，很多

民众走出家门，来这里采购圣诞树、彩灯、花束等与圣诞有关

的装饰品。

本报记者 高洪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