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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经济体数据表1 世界经济年增长率
单位：%

注：1.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数据。
资料来源：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24年3月)。

表2 主要经济体GDP同比增速
单位：%

注：印度年度数据指财政年度数据。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3 主要经济体制造业PMI
单位：%

资料来源：S&P Global。

表6 主要经济体进出口贸易

注：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数据均为季节调整后的名义值；美国数据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其他经济体数据仅指货物贸易；欧元区数据不包括欧元区20国之间的贸易额。

资料来源：英国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印度数据来自印度商业和工业部，其他经济体数据来自各官方统计网站。

表4 主要经济体失业率
单位：%

资料来源：印度数据来自印度经济监测中心，其他经济体数据来自各官方统计网站。

表5 主要经济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跌率
单位：%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提供

环球聚焦
国际数递

美国去年第四季度
经济增速修正终值为 33..44%%

本报讯 美国商务部近日公布的最终修

正数据显示，2023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国内

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 3.4%，较此

前公布的修正数据上调了 0.2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2023年第四季度占美国经济

总量约 70%的个人消费支出增长 3.3%，较此

前数据上调了0.3个百分点。反映企业投资状

况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上调1.3个百分点

至增长3.7%。当季，私人库存投资拖累经济

0.47 个百分点，商品和服务净出口提振经济

增长 0.25个百分点。

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

息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 3 次估算。商务部

将于 4 月 25 日公布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

首次预估结果。 许缘 熊茂伶

日本 2 月工矿业生产指数
环比下降 00..11%%

本报讯 日本经济产业省近日公布的初

步统计结果显示，因持续受部分汽车制造商

工厂因质量问题停产影响，日本 2 月工矿业

生产指数继续回落。

报告显示，当月经季节调整的工矿业生

产指数环比下降 0.1%至 97.9。其中，汽车、生

产用机械、运输机械等三大行业的下降对工

矿业生产下滑的拖累作用最为明显。报告同

时显示，当月日本工矿业出货指数环比下降

0.4%至 96.2，库存指数上升 0.6%至 101.6。
经济产业省当天维持其对工矿业生产

“在波动中减弱”的基本判断未变。同时，根

据最新的制造业生产预测调查结果，经济产

业省预计 3月和4月工矿业生产有望回暖。

刘春燕 欧阳迪娜

德国 4 月消费者信心先行指数
环比上升 11..44 点点

本报讯 德国市场研究机构捷孚凯近日

发布的报告显示，4 月德国消费者信心先行

指数为负27.4点，较3月修正后的数据小幅上

升 1.4点，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回升。

报告说，在反映德国消费者信心的3项指

标中，收入预期和经济前景指标数值均环比小

幅上升，购买倾向指标数值轻微下降。

捷孚凯专家罗尔夫·比克尔当天在一份

声明中说，实际收入增长和稳定的劳动力市

场本来为德国消费活动快速复苏创造了很好

条件，但消费者对德国经济发展信心不足，缺

乏对未来规划的乐观情绪，消费环境的复苏进

展非常缓慢。

据了解，自 1980 年起，捷孚凯每月对大

约 2000 名德国消费者进行信心指数问卷调

查。该指数是预测德国经济走势和居民消费

趋向的先行指标。 车云龙

中国 5G 连接数
将在今年底达 1010 亿亿

本报讯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
近日发布报告说，到今年年底，中国一半以上

移 动 连 接 将 使 用 5G，5G 连 接 数 将 达 到

10 亿。这份名为《中国移动经济发展 2024》
的报告预计，到 2030年，中国 5G连接数将增

至 16亿，这相当于全球总连接数的近 1/3。
报告指出，2023年移动市场为中国经济

贡献约 9700 亿美元的经济增量。预计到

203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 1.1万亿美元，其中

5G市场将为中国经济贡献近 2600亿美元。

报告说，目前中国独立移动用户总数达

12.8 亿。此外，中国移动互联网使用鸿沟近

年来已显著缩小。与 2015年相比，中国目前

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人数增加了 2.9亿，将使用

鸿沟从 43%缩小至 16%。 郭爽

阿根廷 2023 年经济
萎缩 11..66%%

本报讯 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研

究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阿根廷国内

生产总值（GDP）比上一年萎缩 1.6%，2022年

阿根廷经济增速为 5%。

数据显示，2023年经济萎缩的主要原因

是出口同比下降 6.7%，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

降1.9%。与此同时，进口同比增长2.2%，私人和

公共消费同比分别增长1.1%和1.2%。按行业来

看，农牧林业、渔业、金融业等衰退较为明显。

当地媒体分析认为，阿根廷经济去年面

临复杂环境，包括农工业部门遭受严重干

旱、通胀加剧、消费下降等。阿根廷国家统

计与人口普查研究所当日发布的另一份报

告显示，阿根廷 2023 年第四季度失业率为

5.7%，与第三季度数据持平。 席玥

■ 新华社记者 王嘉伟 钟群 刘博伟

博鳌亚洲论坛 2024年年会近日在海南博

鳌落下帷幕。在为期 4天的论坛期间，全球政

商界人士探讨发展之道，凝聚合作共识。当

前，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世界经济低迷徘徊，

全球贸易遭受碎片化冲击……出席博鳌亚洲

论坛的海外嘉宾和国际观察人士表示，中国

经济发展不断提质升级、动能强劲，展现强大

韧性与确定性，世界期待聆听中国声音、借鉴

中国方案，携手创造共赢新机遇。

以创新、融合发展提供经济增长内
生动力

“我 1976年来到中国，看到了中国的发展

和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政策顾问

扎法尔日前向与会者分享了多年的在华见闻。

“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保证绿色、创新

和高质量发展，这值得全世界学习。”扎法尔

感慨道。

走进论坛年会现场，一组组勾勒中国

创 新、融合发展成效的数字多次被提及：

2023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

超过 60%，5G 用户普及率超过 50%，电动汽

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近

30%……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趋势、

新亮点、新动能令世界瞩目。

“中国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以

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

新动能，也将科技创新成果融入现有的传统

产业。这一转变有利于中国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塑造发展新优势。”德勤中国主席蒋颖说。

“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投资中国、人工

智能+、未来产业”“发展‘新三样’产业”“加速

迈向零碳电力”……与会专家与海外人士表

示，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以创新融合转

型、数字智慧赋能以及绿色低碳发展有效提

升经济增长内生动能。

“专注于创新和绿色转型是积极的。”芬兰

银行新兴经济体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图利·麦

卡利说，“新质生产力侧重于科技领域和多个

行业的颠覆性创新，这一理念有潜力为中国

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合作带来新机遇。”

以开放、务实合作对冲国际贸易碎
片化风险

“没有中国，这一切将变得不可能。”格拉

斯哥净零金融联盟联合主席马克·卡尼在“深

化亚洲金融合作”分论坛的视频致辞中肯定

中国对亚洲经济的“稳定器”作用。在与会者

看来，面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也需要中国的深度参与。

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地缘政治

博弈加剧、全球贸易面临碎片化冲击，与会嘉

宾表示，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稳定，推动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等举措，不断释放

开放共赢红利与务实发展定力。

智利圣地亚哥大学学者玛塞拉·贝拉说，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助力发展

中国家提升基建水平、筑牢生产力基础，“这

种合作不是简单交易原材料，而是帮助发展

中国家更好利用资源，创造更多附加值”。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白乐夫表示，在全球价值链重心转向新兴经济体

的过程中，中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今，加

入到全球价值链更加容易：不需要制造整车，只

要造出一个零部件，就能成为这个价值链的一员。”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亚太经社会执行秘

书阿赫塔尔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帮助

欠发达国家或者最不发达国家发展基础设施

并获得更加公平的机会，减弱其在贸易、地缘

政治影响下所处的不利地位的影响。

以稳定、强劲发展增添全球经济治
理确定性

“谈世界经济就不能不谈到中国经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

“世界经济展望”分论坛上表示，中国仍将是

全球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有望每年为世界经

济增长作出 30%左右的贡献。

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 5.2%，对世界经济

增长贡献率继续超过 30%；今年前 2 个月，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0%，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2%，货物进出口总

额同比增长 8.7%……中国经济攻坚克难，用

实际行动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确定性。

博鳌亚洲论坛日前发布的《亚洲经济前

景及一体化进程 2024 年度报告》指出，今年

中国经济增长仍能保持较高水平，足以对东

亚乃至亚洲经济增长形成显著支撑效应。同

日发布的“全球及亚洲经济信心调查”结果显

示，超六成的受访论坛会员和合作伙伴对

中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或相对乐观预期。

波士顿咨询公司中国区执行合伙人吴淳

向记者表示，中国加快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

展现出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特点，这无

疑为复苏中的世界经济增添信心与活力。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日前表示，在

全球经济复苏迟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

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致力于解决发展

问题、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共同

发展注入动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具有全球意义。

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多国人士期待——

世界与中国携手谱写经济合作新篇章

世 界

中国

美国

欧元区

日本

印度

俄罗斯

巴西

南非

2022年

2.9

3.0

1.9

3.4

1.0

7.0

-1.2

3.0

1.9

2023年
估计值

2.6

5.2

2.5

0.4

1.9

7.4

3.6

2.9

0.7

2024年
预测值

2.4

4.7

2.2

0.5

0.6

6.6

2.0

1.7

1.2

2025年
预测值

2.5

4.4

1.6

1.3

1.1

6.5

1.4

2.0

1.9

年度 季度

2021年

4季度

2022年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3年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美国

5.8

5.4

1.9

3.6

1.9

1.7

0.7

2.5

1.7

2.4

2.9

3.1

欧元区

5.9

5.2

3.4

5.4

4.1

2.5

1.9

0.4

1.3

0.6

0.1

0.1

日本

2.6

1.3

1.0

0.3

1.5

1.5

0.5

1.9

2.6

2.3

1.6

1.2

英国

8.7

9.7

4.3

11.4

3.9

2.1

0.6

0.1

0.3

0.3

0.2

-0.2

印度

9.7

5.7

7.0

4.0

12.8

5.5

4.3

7.6

6.1

8.2

8.1

8.4

俄罗斯

5.9

5.0

-1.2

3.0

-4.5

-3.5

-2.7

3.6

-1.8

4.9

5.5

巴西

5.0

1.5

3.0

1.5

3.5

4.3

2.7

2.9

4.2

3.5

2.0

2.1

年份 月份

2023年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24年

1月

2月

3月

美国

49.2

50.2

48.4

46.3

49.0

47.9

49.8

50.0

49.4

47.9

50.7

52.2

52.5

欧元区

47.3

45.8

44.8

43.4

42.7

43.5

43.4

43.1

44.2

44.4

46.6

46.5

45.7

日本

49.2

49.5

50.6

49.8

49.6

49.6

48.5

48.7

48.3

47.9

48.0

47.2

48.2

英国

47.9

47.8

47.1

46.5

45.3

43.0

44.3

44.8

47.2

46.2

47.3

47.5

49.9

印度

56.4

57.2

58.7

57.8

57.7

58.6

57.5

55.5

56.0

54.9

56.5

56.9

59.2

俄罗斯

53.2

52.6

53.5

52.6

52.1

52.7

54.5

53.8

53.8

54.6

52.4

54.7

55.7

巴西

47.0

44.3

47.1

46.6

47.8

50.1

49.0

48.6

49.4

48.4

52.8

54.1

年份 月份

2023年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24年

1月

2月

美国

3.6

3.6

3.5

3.4

3.7

3.6

3.5

3.8

3.8

3.8

3.7

3.7

3.7

3.9

欧元区

6.5

6.6

6.5

6.5

6.5

6.5

6.5

6.5

6.5

6.5

6.5

6.5

6.4

日本

2.6

2.6

2.7

2.6

2.6

2.5

2.6

2.6

2.6

2.5

2.5

2.5

2.4

2.6

英国

4.0

3.9

4.0

3.9

4.0

4.2

4.3

4.2

4.1

4.0

3.9

3.8

3.9

印度

8.2

7.5

8.1

8.5

7.6

8.5

7.9

8.1

7.1

9.4

8.9

8.7

6.8

8.0

俄罗斯

3.2

3.5

3.5

3.3

3.2

3.1

3.0

3.0

3.0

2.9

2.9

3.0

2.9

巴西

8.0

8.6

8.8

8.5

8.3

8.0

7.9

7.8

7.7

7.6

7.5

7.4

7.6

7.8

年份 月份

2023年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24年

1月

2月

美国

4.1

6.0

5.0

4.9

4.0

3.0

3.2

3.7

3.7

3.2

3.1

3.4

3.1

3.2

欧元区

5.4

8.5

6.9

7.0

6.1

5.5

5.3

5.2

4.3

2.9

2.4

2.9

2.8

2.6

日本

3.2

3.3

3.2

3.5

3.2

3.3

3.3

3.2

3.0

3.3

2.8

2.6

2.2

2.8

英国

7.4

10.4

10.1

8.7

8.7

7.9

6.8

6.7

6.7

4.6

3.9

4.0

4.0

3.4

印度

5.7

6.4

5.7

4.7

4.3

4.9

7.4

6.8

5.0

4.9

5.6

5.7

5.1

5.1

俄罗斯

6.0

11.0

3.5

2.3

2.5

3.3

4.3

5.2

6.0

6.7

7.5

7.4

7.4

7.7

巴西

4.6

5.6

4.7

4.2

3.9

3.2

4.0

4.6

5.2

4.8

4.7

4.6

4.5

4.5

指标

出口额

同比增长%

进口额

同比增长%

净出口额

美国
(2024年1月，亿美元)

2571.9

-0.4

3246.3

-1.2

-674.3

欧元区
(2024年1月，亿欧元)

2389.8

1.3

2109.3

-16.1

280.5

日本
(2024年2月，亿日元)

85495.2

7.8

90011.2

0.5

-4516.0

英国
(2023年12月，亿美元)

366.7

-26.0

636.0

-9.4

-269.3

印度
(2024年2月，亿美元)

414.0

11.9

601.1

12.2

-187.1

俄罗斯
(2024年1月，亿美元)

288.8

-14.0

210.4

-12.7

78.4

巴西
(2024年2月，亿美元)

235.4

16.3

180.9

2.4

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