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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线路更密集，运行范围扩大，时
效稳定，时间压缩，品质稳步提升……在
沿线国家积极参与下，十年来日夜驰骋在
亚欧大陆上的钢铁驼队——中欧班列为
助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开辟出更为
广阔的新路径，也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
多动能与活力。

开创中欧运输新格局

7月29日10时18分，X8020次中欧班列
从义乌西站鸣笛启程，开往西班牙马德里，标
志着今年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达10000列，
发送货物108.3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7%。

“连点成线”“织线成网”，中欧班列已成
为贯通亚欧大陆的国际运输大动脉，通达欧
洲25个国家的217个城市，运输服务网络覆
盖欧洲全境。运输货物品类涉及衣服鞋帽、
汽车及配件、粮食、木材等多种门类品类。

西班牙专家胡里奥·塞瓦略斯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欧班列的发展大大
促进国际经贸连通性，为货物进入欧亚市
场提供了新途径，也为沿线国家提供了更
多贸易机会和发展机遇。

匈牙利萨佐德韦格研究所政治分析中
心主任基塞伊·佐尔坦表示，中欧班列对加
强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互联互通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中欧班列的高效运营有助于
确保关键物资及时可靠运达，进一步加强
了欧亚间的物流与贸易往来。

目前，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迈入新阶
段，成为更便利安全、绿色低碳、数字智能
化的新型国际运输组织方式。

芬兰努尔米宁物流公司首席执行官

奥利·波赫扬维尔塔认为，中欧班列在推
动 互 联 互 通 和 环 保 方 面 产 生 了 积 极 影
响。中欧之间形成了更安全快速的连接，
有助于整合商业增长潜力并减少碳排放。

基塞伊说，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的旗
舰项目，匈牙利正致力于扩大“一带一路”铁
路网络建设。已启用的欧洲首个5G网络管
理智慧铁路港和正在修建的匈塞铁路都将
成为铁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配套设
施将与中欧班列更好接轨。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波兰是中欧班列进入欧盟的重要门
户。据统计，约 90%的中欧班列过境或抵
达波兰。

瑞亚物流是一家从事中欧货物运输
的波兰公司，曾任成都分公司经理的古斯
塔夫·霍伊诺夫斯基说：“中欧班列有利于
稳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缩短了中国产品
运往欧洲的时间，增加了欧洲向亚洲国家
的货物出口。”

新冠疫情期间，中欧班列在危急时刻
把急需的防疫物资送往欧洲，打通“生命
运输线”；中欧班列将日常用品、生产资料
等第一时间送达欧洲多国，为欧洲企业复
工复产、增加对华出口提供便利，并在欧

洲通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帮助平抑物
价，惠及民众生活。

塞瓦略斯表示，中欧班列在保障欧洲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为中
欧货物流动提供了可靠、快速和多元化的运
输选择。他说，这种多样化推动了双边贸易
发展，增添了灵活性，降低了风险。

长期跟踪研究中欧班列的德国德累
斯顿工业大学国际铁路运输、全球供应链
研究员单靖表示，疫情期间，中欧班列对
国际供应链的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众多
国内外企业面临出货困难，在海运和空运
停滞的情况下，中欧班列有效保证了中欧
之间运输通道畅通。

搭建经贸合作新平台

中欧班列开行为沿线的西班牙皮苏
埃加河畔古城巴利亚多利德市带来了发
展机遇；拉动了匈牙利经济，越来越多中
企考虑在匈投资并建立欧洲基地；让德国
工业城市杜伊斯堡重新焕发生机，工人获
得新的工作岗位，有了稳定收入。

单靖说，中欧班列让亚欧大陆许多不
为人知的地区进入人们视野并显露生机，
原本荒废的铁路得以重新修建，空闲多年
的轨道焕然一新，给沿线国家间的合作带

来新的历史机遇。
中欧班列既有助于外贸降本增效，也

带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成为促
进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桥梁纽带。
同时，中欧班列也为深化国际产能合作、
加速要素资源跨国流动、推动世界经济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中欧班列开行以来，规模不断扩大、数量
快速攀升、货品不断丰富，为优化贸易结构、
促进中欧经贸往来发挥了积极支撑作用。今
年前5个月，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达2.28万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6%。

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里奥·里奥斯说，
中欧班列以一种崭新互补的方式融合了欧中
双方需求，其重要价值之一就是激发沿线国
家的经贸合作潜能。中欧班列已被证实是一
条能极大避免危机加剧、促进贸易倍增、助力
经济增长的“铁甲护盾”和保障线，堪称增进
双方对话与合作的典范。

克罗地亚北方大学教授弗拉尼奥·马莱
蒂奇表示，中欧班列开启了中欧合作新篇
章，为中国和欧洲发展带来福祉，双方应进
一步加强包括铁路运输在内的各领域合作。

一列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呼啸而
过，沿途节点城市的国际物流枢纽地位不
断提升。

波赫扬维尔塔告诉记者，不仅沿线铁
路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一条团结协作
之路也应运而生。“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需要更多合作。”

新华社布鲁塞尔 9 月 19 日电 （执笔
记 者 康逸 参 与 记 者 胡加齐 孟鼎博
陈浩 陈琛 陈静 朱晟 单玮怡 李学军）

“中国经济将要崩溃”“中国经济增速
远低于美国”“中国关键经济数据消失”

“上海变成鬼城”……近期，一系列反智反
常、煞有介事的报道频频出现在美西方所
谓“严肃”媒体上，令人匪夷所思。

对这些报道稍加梳理，便可发现，此
类 说 辞 破 绽 百 出 ，了 无 新 意 ，都 跳 不 出

“双重标准”“数字游戏”“选择性失明”和
“虚假叙事”等美西方抹黑中国经济的惯
常套路。

这些套路的背后，一方面是长期的
意识形态偏执，使西方媒体记者基本丧
失了以客观眼光观察中国经济的能力；
另一方面，是某些媒体受利益驱动，通过
炒作抹黑收割流量，扩大收益。

“双重标准”下的“集体斜视”

美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经济时，一贯采
用“双重标准”，呈现“集体斜视”症状，导致
报道常常陷入角度雷同、持论极端的窠臼。

在“双标”魔怔下，美西方媒体长期在
“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之间横跳：
一旦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调整或阶段性
挑战时，“中国崩溃论”便活跃起来；当中
国经济加快恢复或某些行业取得较快发
展时，“中国威胁论”便粉墨登场。

近日，部分美西方媒体宣称，中国经
济放缓正波及亚洲邻国。美国《华尔街日
报》报道称，日韩等国的经济困境源于中
国经济形势不好；英国《金融时报》则报道
说，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经济短期内难以
复苏，是因为中国经济低迷。

然 而 ，这 些 媒 体 均 未 提 到 ，美 国 以
“脱钩断链”“去风险”为名，扰乱全球市
场秩序，阻挠对华贸易是相关国家遭遇
困境的首要原因；也没论及，美西方极端
财政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和贸易的严重
冲击。此外，美西方媒体对美债危机、美
国信用评级遭下调、美欧银行业危机等
事件均刻意淡化，对其全球溢出效应直
接表现为失声失语。

今年以来，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与
政客联手，密集抹黑中国经济，一方面称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给全球经济带来“令人
担忧的风险”，是“终极未知数”；另一方面
声称中国新兴产业依靠政府补贴获得“不
当竞争优势”。这种把“中国崩溃论”和

“中国威胁论”相提并论的做法，根本不顾
忌公众对他们的信任危机。

他们刻意忽略 2013 年到 2021 年中国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七国集
团总和，以及中国经济近年来年均增长率
远高于世界经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速

等基本事实。他们在攻击中国经济政策
时，对美国推出包含高额补贴条款的《通胀
削减法案》等保护主义措施，均绝口不提。

深陷双标思维的美西方媒体，不仅对
不同主体无法做到一视同仁，对同一主体
不同时期的报道，也无法保持一致，以至
于经常出现前后“穿帮”的状况。

2022 年 6 月，英国《经济学人》报道称
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导致经济“失去活
力”；半年多后，这家媒体又称中国优化调
整防疫政策会扰乱世界经济，带来“痛苦副
作用”。

可见，众多美西方所谓“主流媒体”
的大量涉华议题设置，本质上已沦为一
遍遍重复“都是中国的错”和“中国做什
么都是错”之类的陈旧话术。

玩弄“数字游戏”欺骗公众

美西方媒体往往自诩为专业、公正，喜
欢旁征博引数据佐证观点。不过，仔细分析
后却会发现，其所谓“专业性”主要体现在玩
弄“数字游戏”方面，即用看上去光鲜但不够
真实全面的统计工具为美西方粉饰太平，用
具有低估效应的统计工具抹黑中国经济。

一个值得解剖的典型是，8 月 26 日
《经济学人》在杂志封面报道中说：“（中
国）经济二季度年化增长率只有令人失
望的 3.2%，而让（中国）情况看起来更糟
糕的是，一项重要预期显示美国经济年
化增长率近 6%。”

须知，疫情前的十年间，美国经济年均
增速仅为2.25%，如今怎么可能达到6%？而
中国经济 3.2%的增速又从何而来？《经济学
人》之所以得出如此违背常识的论断，是因
为刻意不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二季度经济
同比增长6.3%的数据，而是根据二季度环比
增幅 0.8%，用“环比折年率”的方法，即假定
未来三个季度保持同样环比增幅，折合得出
年增长率。环比折年率得出的数据显然低
于同比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同样使用环比
折年率法衡量美国经济，那么按年率计
算美国二季度经济增幅是 2.1%，仍然低
于中国经济增幅。然而，《经济学人》偏
偏没有对中美经济数据做同口径估算。

新华社记者注意到，这一报道中所

谓“美国经济年化增长率近 6%”的说法，
来自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属亚特兰大
联 邦 储 备 银 行 一 个 计 算 模 型 作 出 的 预
测，其预测值最高时接近 6%。亚特兰大
联储专门说明，由于该模型把第三季度
的部分数据也纳入了计算公式，其预测
并不可靠，比市场普遍预期平均值高出
一倍以上。

用不具可比性的统计口径，选择性
衡量中外经济数据，得出骇人论断后，再
高调炒作。《经济学人》这套扭曲数据欺
骗公众、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做派，实在跟

“专业”搭不上边，只会令人不齿。

“选择性失明”伴随“习惯性造谣”

8 月 30 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援引美
奇金投资咨询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找
不到中国水泥、玻璃等关键产品近期的生
产数据，指责中国拒不发布重要经济指标，
并以此推测中国经济形势不妙。

这让不少经济分析人士感到诧异。
因为，早在 8 月 15 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
布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据时，已
详细公开主要产品产量数据，其中就包
括水泥、玻璃等产品的数据。

作为专业市场咨询服务商和财经媒
体，上述机构是真没看到这些数据，还是

“选择性失明”？人们不得而知。然而，
对中国经济的好消息不报或者少报，动
辄造谣带节奏、制造恐慌，正是美西方抹
黑中国经济的另一套路。

譬如，不少美西方媒体热衷于报道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却往往无视国际
收支数据。分析人士表示，海关数据存
在各国口径不一、季节性波动较大的特
征，其可比性和参考价值都不如全球标
准统一的国际收支数据。

美西方媒体对这两项数据厚此薄彼
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近年来国际收支
数据一直保持基本稳定，占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比例也处于合理区间，不便
炒作，而海关进出口数据季节性波动较
大，是唱衰中国经济的理想材料。

2022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22
年货物贸易顺差较 2021年增长 19%，凸显
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以及出口新动能

的快速成长；服务贸易逆差收窄 9%，主要
是新兴生产性服务贸易收入增长。该报告
还指出，直接投资仍是境外资本流入的稳
定渠道，国内经济发展前景和广阔的市场
空间继续吸引国际长期资本投资。当然，
这些积极数据直接被美西方媒体无视。

在“选择性失明”影响下，美西方某
些“专业人士”得出的结论往往显得一惊
一乍、荒诞可笑。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
近日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正处在“危机
的边缘”。事实上，他十多年来反复撰文
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只是中国经济
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持续向好发展。

以虚假叙事误导预期

随着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美
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刻意营造出这样的叙
事：即中国消费市场应立即“报复性”上
涨，中国经济应持续“强劲反弹”。一旦不
及所谓“预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了大
麻烦。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郭生祥认为，上
述叙事方式是脱离实际和常识的臆想。
其实质是人为拉高市场预期，再以“不及
预期”的负面消息打压市场信心，进而继
续误导预期。

中国英国商会副主席陶克瑞近期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处在调
整防疫政策后的第一年，市场各方面指
标已经逐步恢复并向好发展，而西方国
家从调整防疫政策到经济复苏都经历了
较长过程，至今困难重重，外界应对中国
经济有信心、有耐心。

除先入为主式的报道外，美西方媒
体虚假叙事还表现在给“市面”“人气”等
直观反映中国经济状况的场景加滤镜、
摆拍照片和公然扯谎。

美国《新闻周刊》近日刊登照片，显
示上海街道空旷，星巴克咖啡馆顾客稀
少。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这家媒体引
用了照片发布者的评论，称上海成了“鬼
城”，“中国（经济）有麻烦了”。

这种从虚假证据推导出虚妄结论的
叙事方式，基于“莫须有”的抹黑逻辑，即
或许某些批评的真实性存疑，但关于中国
经济的担忧是有依据的。这充分暴露了
西方媒体抹黑中国经济的反智本质。

一 名 香 港 金 融 机 构 高 管 告 诉 新 华
社记者，西方媒体炒作中国经济负面消
息 的 手 法 过 于 浮 夸 ，一 味 渲 染 恐 慌 氛
围，毫不顾及基本面，“令人越来越感到
失望”。 新华社北京 9月 18日电

“下一个中国，还在中国。”2023
年外滩大会上，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
以理这样阐述他对中国未来的洞
察。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
的“中国奇迹”，未来还会创造新的奇
迹。这一判断，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经
济的总体感知同温，与外资企业在华
积极布局的趋势形成呼应，代表了深
耕中国市场的长期主义者普遍持有
的理性声音。过去几十年的事实证
明，中国经济不惧风雨总向前，那些
尊重事实和市场经济规律、懂得中国
经济持续增长逻辑、具有发展眼光的
人总能做出明智判断，从中国经济稳
定增长中长期获益。

近来，一些西方政客、机构、媒
体联手放大中国经济短期波动，
渲染所谓“中国经济见顶论”“中
国奇迹终结论”。这样的声音，在
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出现过，在中
国 加 入 世 贸 组 织 时 出 现 过 ，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出现过，
在 2015 年中国股市动荡时出现
过，但最终中国经济这艘巨轮都
能劈波斩浪，一路前行成长为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重要
引擎。因为，中国经济不是随波
逐流的小船，创新动力、开放活
力、变革魄力，成就中国巨轮破浪
前行的强大基因，构成“下一个中
国，还在中国”的底气。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
通货膨胀持续、金融市场动荡、债务
压力上升，各国经济都面临着不小
挑战。中国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
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
式前进的过程，难免会有发展中的
困难和前进中的问题，但中国从不
避讳问题，而是采取措施积极加以
解决，成效也已经或正在显现。从
前8个月累计数据来看，国民经济主
要宏观指标仍处于合理区间，部分
指标虽有所波动，但稳中向好势头
不断巩固，经济总体上仍在持续复
苏之中。与此同时，中国高质量发
展稳步推进，为经济持续增长蓄势
聚力。

创新赋予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的动力。近年来，中国创新和绿色
发展势头增强，光伏、新能源汽车、
高端装备……不少重要领域跻身
世界先进行列，由曾经的“追随者”
转变为“并行者”“领跑者”。今年前
8个月，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 11.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
高 技 术 服 务 业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11.2%、11.5%。上半年电动汽车、
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新三样”出口
合计同比增长61.6%。《日本经济新
闻》近日调查了2022年主要产品和
服务的全球份额，发现在包括尖端
材料和电动汽车等在内的全球 18
类重要产品领域里，中国企业的份
额都有所提高。今年慕尼黑车展
上，中国展商数量较去年翻了一番，
多款国产电动汽车令欧洲车商和
消费者惊叹。国际能源署数据显
示，2018年中国在全球电动汽车出
口中的比重仅为4.2%，2022年这一
比重上升至 35%，5年内增至 8倍。
麦肯锡为此建议欧洲车企与中国
加强合作、开拓新市场，否则和中国
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

开放赋予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的活力。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
流”之际，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
遇。中国已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
签署 21 个自贸协定，部署建设 21
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
已与 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

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 25 个
国家 200 多个城市。《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自去年
初生效以来，中国对东盟出口稳步
增长，今年前 8 个月，中国与东盟
贸易总值 4.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
潜力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
者在华布局。在全球跨国投资总
体低迷的背景下，上半年，法、英、
日、德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173.3%、
135.3%、53%和 14.2%。同在上半
年，在华新设外资企业总计 2.4万
家，同比增长 35.7%。中国国务院
日前出台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的相
关政策，推动更大力度、更加有效
吸引和利用外资。中国英国商会
副主席陶克瑞表示，这进一步坚定
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变革赋予中国经济化解风险
的适应力。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严峻，内部结构性问题、周期性矛
盾交织叠加背景下，中国政府不断
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一方面加强
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一方
面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
创新来应对发展中的问题。中国
提高供给质量，出台加快发展先进
制造业集群、推动新能源汽车高质
量发展、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等政
策；扩大有效需求，出台促进家居
电子产品等消费、支持新能源汽车
下乡等举措；深化改革开放，出台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优化营商
环境、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等措
施，持续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激
发释放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政策

“组合拳”效果不断显现。某些西
方媒体仅凭单项、局部数据的波
动，就急于给中国经济贴标签，图
谋在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的过程
中动摇信心，但真正了解过去几十
年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增长逻辑
的人，绝不会低估中国政府驾驭经
济的政策掌控力。

“中国经济发展比你想象的更
好。”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近期在

《华盛顿邮报》撰文写道。9 月 15
日，今年前 8个月中国经济数据公
布，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3.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7%，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2% ，服 务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19.4%……在世界经济波动下行、
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的背景下，
中国前8个月主要经济指标回升向
好，中国经济在持续恢复中展现韧
性与活力，助推高质量发展稳步前
行。像过去多年一样，中国经济仍
然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推动全球
增长的最重要发动机。路透社认
为，中国的工厂活动恢复扩张，供
应、内需和就业均有所改善，表明中
国政府恢复增长的努力正在产生
效果。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
布伦德表示，中国采取的许多措施
支持了经济增长，世界经济论坛的
调查显示，商界人士对中国市场机
遇充满期待。

长风破浪，未来可期。一个不
断改革、开放和创新的中国将给世界
带来的机遇不但不会减少，而且会更
加多元、更有厚度。一个不断推进高
质量发展的中国，将继续成为吸引全
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成为
全球产业链聚合平台与外商投资兴
业的沃土。“下一个中国”还在中国，
其中的机遇不言自明。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19 日 电
（记者 许苏培）

铁 马 奔 腾 驰 而 不 息
—中欧班列为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开辟更广阔路径

虚 假 叙 事 误 导 预 期
—起底美西方抹黑中国经济的惯用套路

新华社记者 傅云威 宿亮 邓茜

为什么说“ 下一个中国”奇迹还在中国
——中国经济“放眼量”系列评论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