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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组稿 本报记者 高洪艳

编者按：又到一年盘点时，国际国内新闻多。年年岁岁人相似，岁岁年年“景”不同。2014 年，中国面临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有利条件

和不利因素并存。世界经济复苏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一些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带来变数，新兴经济体又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全球经

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趋激烈。在此，《中国贸易报》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年度热词和新闻事件，与您分享评说。

2014 年中国十大经济热词
回顾即将过去的 2014 年，中国经济就仿佛一座

漂浮在汪洋中的冰山，过去 30 多年积聚的顽疾看上

去依旧牢不可破，但冰山深处的裂纹已经开始慢慢

扩 散 。 我 们 依 稀 听 到“ 冰 山 ”碎 裂 的 声 音 ：改 革 破

冰，风险释放，经济稳中趋缓，外部 QE 退出，货币信

用双紧，债务产能双控……一切都刚刚开始，挑战

还在前方。

1.新常态

新常态，这是 2014 年最火热的经济关键词，也是

2014 年中国经济最大的收获，虽然“诞生”仅 7 个月，

但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

大逻辑。

按 照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习 近 平 在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

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

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一系列对

中国经济形势精准而清晰的新判断和新概括，将大大

增强当前和未来宏观政策的科学性。

点评：不拘常例、不违常情，且看中国经济升级版。

2. 依法治国

10 月 20 日至 23 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

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四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有那么多紧迫的

社会经济政治问题需要解决的情况下，把法治列入首

轮议程，给民众吃了一颗定心丸。新一轮改革大潮目

标锁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法治是

一项重要内容。加强法治有利于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

作用，可以确保各项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在

2015 年至 2017 年改革将进入全面攻坚战的关口，法治

之剑将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

点评：政治稳则大国兴，法治强则市场旺。

3.定向微调

精准发力、定向调控，成为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

出现的高频词。在定向调控思路的指导下，中国告别

了“撒胡椒面式”的做法，不再推出全面的强刺激，而

是瞄准突出问题，确定调控“靶点”。

2014 年，国务院先后针对小微企业、棚户区改造、

三农、水利设施、铁路、外贸等经济运行薄弱环节出台

了定向微刺激政策，推出了 80 个重点项目引导民间资

金参与，还推出了“七个重大工程包”，并且实施了两

次“定向降准”和一次非对称降息，以支持“三农”和小

微企业发展，直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点评：新常态带来新思维，大水漫灌未必好，喷灌

滴灌效率高。

4.深化改革

十八大以来，改革被提到了更高层面、赋予了更

多内涵、注入了更大动能。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打破

坚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破局、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

见、大量行政审批事项被下放或取消……全面深化改

革大潮迭起，一些多年未有进展的改革强势推进。财

税改革、户籍制度、司法体制、教育改革、科技体制、农

村土地流转、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自贸区扩容……

每一项改革目标都牵涉全局。在经济新常态下谋划

改革，在政治新生态中推进改革，激发的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涵养的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动力之源。

点评：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行动最有说服力。

5. 反腐败

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在反腐领域治标治本，把

权力关进笼子里成为共识。2014 年，反腐风暴持续，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更是全年独领风骚，日均访问量

迭创新高，不得不增聘人手处理网站工作。该网站

“案件查处”栏目中已公布了 500 多名官员被调查或处

理的消息。贪官腐败令人瞠目，涉案金额动辄上亿。

7 月 22 日，公安部部署“猎狐 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

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先后从 60 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

逃经济犯罪人员 428 名。反腐追逃等多领域的合作，

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腐败治理的巨大成就。中国的

反腐已融入世界反贪战的大格局。

点评：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高压合民意。

6. 一带一路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无疑是今年中国经济外交

的一大重点。国家领导人相继出访塔吉克斯坦、斯里

兰卡、印度、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泰国等“一带一

路”沿边国家，意味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经进入

了务实阶段。

“ 一 带 一 路 ”陆 上 贯 穿 中 国 东 中 西 部 ，海 上 连

接 主 要 沿 海 港 口 城 市 ，并 不 断 向 中 亚、东 盟 延 伸 ，

发展版图延伸开来，主要涉及中国西北五省、西南

四 省 市 和 东 部 五 省 ，对 推 动 中 国 西 部 地 区 和 沿 海

地 区 进 一 步 发 展 起 到 积 极 作 用 ，一 批 潜 在 城 市 群

也将加速升级。

点评：合作共生，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将全面提

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

7. 自贸区扩容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一年多来，国内外关注

热度不减。外界普遍认为，上海自贸区有望成为未来

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地标和试验田，将在推动中国经济

转型升级中发挥重要的试验、探索作用。

12 月 12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党中央、

国务院已决定在更大范围推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经验，推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

将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

区。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也明确表示上海自贸区将扩

容，扩展区域包括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区片区

和张江高科技片区。顶层对自贸区建设的重视将使

得自贸区的建设加速推进。

点评：自贸区扬帆启航，区域优势显神通。

8.沪港通

11 月 17 日，上海、香港两地交易所同时敲响开市

锣声，宣告沪港股票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正式“起

跑”。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将沪港通正式通车，视

为香港今年最重要的经济新闻。沪港通的价值，在于

帮助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协助海外资金进入内

地市场。而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前提下，内地所有

金融改革，相信都会透过香港作为窗口去进行，香

港未来将会有无数次因改革而来的机遇。对于内

地方面，沪港通正式打通内地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

接轨的脉络，为内地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打下

坚实的基础。

点评：沪港通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新时代。

9.反垄断

今年 7 月份以来，中国监管部门主导的反垄断调

查骤然提速。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在短短半个

月的时间内，相继宣布对进口奶粉、黄金首饰、食品包

装行业的巨头进行反垄断调查。

8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又公布了对 12 家日本汽车

配 件 企 业 价 格 垄 断 行 为 的 处 罚 决 定 ，罚 款 总 额 为

12.35 亿元，创下中国反垄断史上新的处罚纪录。此

外，多家外资企业接受中国反垄断调查，奥迪、高通、

微软等跨国公司纷纷卷入。同时，茅台、五粮液、联通

等国内企业也受到反垄断调查，部分企业还受到相关

处罚。

点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大小之分，无中外

之别。

10.A股“疯牛”

这一年，在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的背景下，A 股告

别持续多年的低迷状态。沪深股市从 11 月下旬开始

发力，不断创出阶段新高和历史天量。2014 年的 A 股

市场可以用“逆袭”来形容。从 2007 年 6124 点的高点

调头向下，中国股民经历了连续 7 年的“熊市”，去年

更是号称“熊”冠全球。即便是今年年中，A 股也仍在

苦情上演 2000 点争夺战。然而从 7 月开始，市场却出

现一波一骑绝尘的大行情，让今年的 A 股一举脱下了

“熊市”外衣，11 月之后更是一度进入“疯牛”阶段，天

量成交额频现，各路资金被戏称正“跑步涌向股市”。

点评：距财富“一步之遥”，与“牛市”一起飞。

回顾2014年的世界经济，多个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广

受关注，其中包括国际油价暴跌、俄罗斯卢布贬值以及欧

元区经济疲软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俄罗斯和欧元区

经济在这一年乏善可陈，难以走出经济困境；美国却能一

枝独秀，出现了2003年以来形势最好的6个月。

1.世界经济减速已成定局

世界经济增速 2014 年进一步放缓已成定局。全

球主要经济体领导人正抓紧为世界经济增长寻找新

机遇。11 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布里斯班峰会

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创造高质量就业勾勒出新蓝

图。会议公报提出“保证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支持增

长、增加需求、促进全球再平衡”，并提出“在 2018 年前

使 G20 整体 GDP 额外增长 2%以上”的宏伟目标。如

果各经济体在此基础上加强合作共同努力，世界经济

仍有机会驶入“快车道”。

2.美国退出量宽，经济强劲复苏

美联储 10 月 29 日宣布 10 月结束资产购买计划，

标志着美国货币政策逐步向正常化迈进。分析认为，

美联储等机构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采取刺激经济增

长的措施基本得当，量化宽松政策很大程度上适应了

美国市场需求。同时，个人消费被有效刺激，使得美

国经济 2014 年回暖步伐加快。有分析用“一枝独秀”

来形容在当前并不景气的全球经济环境中的美国经

济。白宫也不失时机地指出美国经济复苏在 2014 年

“迈出重要一步”，总统奥巴马“兑现了承诺”。

3.欧洲难堪“负利率” 欧版QE渐行渐近

欧盟虽然在年内扭转了自债务危机以来经济连

年滞涨的态势，实现了正增长，但经济形势依然难言

乐观，最困扰欧元区的高失业率问题并未得到缓解，

失业率仍高达 10%以上。6 月 6 日，欧洲央行将边际

存款利率降至-0.1%，这意味着，欧洲央行成为首个

实施负利率的世界主要央行。严峻的形势迫使欧洲

央行采取进一步的非常规措施来刺激经济，其中包

括购买国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11 月 26 日向欧

洲议会正式提交了总额 3150 亿欧元、为期三年的庞

大经济刺激计划。

4.美欧与俄展开经济制裁拉锯战

今年 3 月以来，美国和欧盟因乌克兰问题对俄罗

斯实施多轮制裁。作为回应，8 月，俄罗斯决定在未来

一年内禁止或限制从对俄实施制裁的国家进口部分农

产品。9 月 12 日，美国以俄罗斯继续破坏乌克兰东部

稳定为由，宣布对其国防、金融和能源行业采取进一步

制裁措施。同日，欧盟也宣布对俄实施进一步制裁，加

强对俄进入欧盟资本市场的限制。临近年底，奥巴马

再次签署对俄追加制裁法案，意在把制裁效果最大化。

5.制裁与卢布暴跌使俄罗斯经济风雨飘摇

2014 年对于俄罗斯来讲可谓多事之秋，各种负面

事件层出不穷，原油暴跌致俄经济风雨飘摇，加息难

阻卢布汇率猛贬。这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实际上彻

底击碎了停滞的俄罗斯经济在今年、至少还有明年可

恢复的希望。

但在 2014 年，俄罗斯经济也存在为数不多的积极

因素：全面启动包括工业和农业在内的本国生产方

针，以取代进口；与西方关系的冷却最终也迫使俄罗

斯当局环顾四周，并且把石油天然气出口重新定位到

迅速发展的亚洲市场。

6.安倍“放箭”难挽日本经济衰退

2014 年，“税”字被选为日本年度词汇。这是因为

安倍政府把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税从 5%提高

到 8%，引起民众的气愤。不仅如此，“三箭”尽射的

“安倍经济学”也没有让长期停滞的日本经济全面复

苏，反而陷入了技术性衰退。外界预估日本 2014 年的

GDP 为负增长。这也很可能是日本时隔 5 年再次出

现经济负增长。

12 月 27 日，日本政府通过总额约 3.5 万亿日元

（约合 290 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以帮助受

消费税增长及日元贬值重击的地方经济振兴复苏。

7.APEC北京会议描绘亚太发展蓝图

在北京 APEC 会议周期间，中国在“主场外交”中

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让人印象深刻。从美国对中

国放宽商务、旅游及留学签证，到中俄签订西线天然

气协议；从中韩完成自贸区的实质性谈判，到中日就

改善关系达成四点共识……所有成果都印证了此次

北京 APEC 峰会的主题——“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

伴关系”。

可以说，这是中国今年举办的最受世界瞩目的一

次国际会议。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由此展现

出的实力、决策力和动员力，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8.国际油价跌至5年新低 欧佩克不减产

2014 年 ，国 际 油 价 迭 创 新 低 ，年 底 跌 破 55 美

元/桶大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原油暴跌就是

针对俄罗斯的一场阴谋。虽然全球石油供应过剩而

需求不佳、美元汇率强劲上涨及主要产油国维持产量

不变，但这些并无法解释从 9 月份以来原油价格从每桶

100 多美元腰斩创 5 年来新低。国际油价的“大崩盘”

引来分析满天飞，阴谋论也充斥其中。放眼大宗商品

整体格局，我们看到的是，原油价格是在大宗商品市场

整体一溃千里的压迫下，以“补跌”的姿态迎接一个新

原油价格时代。

9.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为南南合作新平台

今年 7 月 15 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

五国在巴西福塔莱萨签署协议，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

发银行，初始资本为 1000 亿美元，由 5 个创始成员平

均出资，总部设在中国上海。目前，发达国家在世界

银行和 IMF 中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获取融资比

较被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打破了国际金融

秩序长期以来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僵局，为新兴经济体

获得融资开辟了新的渠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10.埃博拉疫情牵动世界神经

从今年 3 月埃博拉出血热这种罕见传染病在西

非重现，到年中疫情“走出非洲”，在欧美、印度等地零

星现身，直至岁末，经过疫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努

力，疫情缓解。与“有史以来最严重”埃博拉疫情的搏

斗，几乎贯穿了整个 2014 年度。

时至今日，埃博拉疫情还没有彻底控制，国际社

会还不能掉以轻心。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因为疫情

影响农业生产和贸易，西非疫区国家将有百万人面临

饥荒威胁；联合国报告还将埃博拉疫情视为损害 2014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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