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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刘芳

中法建交 60年来，两国经贸合作互利互

惠，硕果累累。新形势下，中法坚持经济全球化

正确方向，双边经贸合作展示出强大韧性，有望

在未来发展中释放更大潜力，激发更强活力。

中国是法国在亚洲第一大贸易伙伴，法

国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三大贸易伙伴。2023年，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地缘政治冲突加

剧的背景下，中法贸易额仍达 789亿美元。

两国在传统经贸合作领域的成功故事不

胜枚举，投资合作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自

1982年中法签署第一个和平利用核能合作议

定书以来，双方合作建成大亚湾核电站、岭澳

核电站、台山核电站等标志性项目，共同参与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联合设立核电站

老化与寿命管理等协作实验室，取得丰硕成

果，建立了深厚友谊。

从 1985 年中国引进第一架空中客车飞

机，到 2023 年首架在中国总装的空中客车

A321飞机在空客天津总装线下线交付，空客

在中国的产业布局逐渐完善。中国不仅为空

客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稳定可靠的产业供应

链，也成为空客名副其实的战略合作伙伴。

“顶梁柱”大项目深入推进的同时，农业

合作也在“双向奔赴”。中法双方正在全力打

造“从法国农场到中国餐桌”的全链条快速协

同机制，让更多法国优质农产品以更快的速

度送上中国百姓的餐桌。在中法建交 60周年

之际，中国参展商“试水”法国国际农业博览

会，将中国特色农产品带给法国消费者，也用

中国乡村土特产和农民手工艺品展示中国农

村建设和农业发展新气象。

在绿色增长、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新兴

领域，中法两国正共同谱写经贸合作新篇

章。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拥有比

较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更有不断提升的开

放水平，无限的创新生机。已经扎根中国的

法国大企业纷纷投资本地创新生态圈，相信

投资的不仅是“增长的未来”，更是“创新的未

来”。众多法国中小企业期待对接开拓或继

续深耕中国大市场。

作为中国在欧盟内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

三大实际投资来源国，法国拥有雄厚的工业和

基础科研积淀、充足的创新人才储备，也是

中国企业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方向。“中国制

造”早已进入法国寻常百姓家，中国创新正在

“反哺”全球，随着法国数字绿色双转型的再工

业化进程持续推进，两国将加强发展战略和产

业对接，继续拓宽合作领域，挖掘合作潜能。

丰硕的务实合作成果让中法有底气、也有

责任旗帜鲜明地反对“脱钩断链”“零和博弈”，

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展望未来，

多层次、多领域、多维度的中法经贸合作将释

放更大潜力、激发更强活力、展现更多韧性，成

为助力双边合作行稳致远的重要“压舱石”。

中法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建交60年来互利互惠硕果累累

世界主要经济体数据

表2 主要经济体GDP同比增速
单位：%

表3 主要经济体制造业PMI
单位：%

表6 主要经济体进出口贸易

表4 主要经济体失业率
单位：%

表5 主要经济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跌率
单位：%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提供

环球聚焦

新华社电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近日结

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

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5.5%之间不

变，并自 6月起放缓资产负债表缩减速度。

这是美联储自去年 9月以来连续第六次

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当天发表的声

明中说，通货膨胀率虽在过去一年有所缓解，

但仍处于高位。近几个月，美联储在实现

2%通胀目标方面“缺乏进一步进展”。在对通

胀率持续向 2%的长期目标迈进抱有更大信

心之前，美联储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是不合适的”。

声明说，在过去一年里，实现充分就业和

物价稳定这两大目标的风险“已经趋于更好

的平衡”。这一措辞较此前声明中的“正趋于

更好的平衡”有所调整。

根据声明，美联储将继续减少其持有的

美国国债、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

券，但将放缓减持速度。自 6月起，负责公开

市场操作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把每月美

国国债减持上限从 600 亿美元降至 250 亿美

元。同时，该委员会将维持每月机构债务和

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减持上限在 350亿美

元不变，并将超过这一上限的任何本金用于

美国国债的再投资。

声明重申，在评估适当的货币政策立场

时，美联储将继续监测即将发布的信息对经

济前景的影响。如果出现可能阻碍目标实

现的风险，美联储将准备酌情调整货币政策

立场。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眼下美国劳动力市场需求依然强劲，

通胀超预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推迟降息

可能是合适的”。

他还表示，放慢缩表步伐并不意味着美

联储将缩小资产负债表收缩规模或是为经济

增长减少限制，而是确保资产负债表以更为

渐进的方式逐步接近其最终规模，同时降低

货币市场承受压力的可能性，避免金融市场

动荡。 许缘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 6月起放缓缩表步伐

表1 世界经济年增长率
单位：%

注：表中数据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4年4月）。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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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1季度

美国

1.9

3.6

1.9

1.7

0.7

2.5

1.7

2.4

2.9

3.1

3.0

欧元区

3.4

5.4

4.1

2.5

1.9

0.4

1.3

0.6

0.1

0.1

日本

1.0

0.3

1.5

1.5

0.5

1.9

2.6

2.3

1.6

1.2

英国

4.3

11.4

3.9

2.1

0.6

0.1

0.3

0.2

0.2

-0.2

印度

7.0

4.0

12.8

5.5

4.3

7.6

6.1

8.2

8.1

8.4

俄罗斯

-1.2

3.7

-3.5

-2.8

-1.8

3.6

-1.6

5.1

5.7

4.9

巴西

3.0

1.5

3.5

4.3

2.7

2.9

4.2

3.5

2.0

2.1

注：印度年度数据为财政年度数据。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年份 月份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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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美国

50.2

48.4

46.3

49.0

47.9

49.8

50.0

49.4

47.9

50.7

52.2

51.9

49.9

欧元区

45.8

44.8

43.4

42.7

43.5

43.4

43.1

44.2

44.4

46.6

46.5

46.1

45.6

日本

49.5

50.6

49.8

49.6

49.6

48.5

48.7

48.3

47.9

48.0

47.2

48.2

49.9

英国

47.8

47.1

46.5

45.3

43.0

44.3

44.8

47.2

46.2

47.0

47.5

50.3

48.7

印度

57.2

58.7

57.8

57.7

58.6

57.5

55.5

56.0

54.9

56.5

56.9

59.1

59.1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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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47.1

46.6

47.8

50.1

49.0

48.6

49.4

48.4

52.8

54.1

53.6

资料来源：S&P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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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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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欧元区

6.5

6.5

6.5

6.5

6.5

6.5

6.5

6.5

6.6

6.5

6.5

6.5

6.5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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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3.9

4.0

4.2

4.3

4.2

4.1

4.0

3.9

3.8

4.0

4.2

印度

8.2

8.1

8.5

7.6

8.5

7.9

8.1

7.1

9.4

8.9

8.7

6.8

8.0

7.6

俄罗斯

3.2

3.5

3.3

3.2

3.1

3.0

3.0

3.0

2.9

2.9

3.0

2.9

2.8

2.7

巴西

8.0

8.8

8.5

8.3

8.0

7.9

7.8

7.7

7.6

7.5

7.4

7.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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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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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5.0

4.9

4.0

3.0

3.2

3.7

3.7

3.2

3.1

3.4

3.1

3.2

3.5

欧元区

5.4

6.9

7.0

6.1

5.5

5.3

5.2

4.3

2.9

2.4

2.9

2.8

2.6

2.4

日本

3.2

3.2

3.5

3.2

3.3

3.3

3.2

3.0

3.3

2.8

2.6

2.2

2.8

2.7

英国

7.4

10.1

8.7

8.7

7.9

6.8

6.7

6.7

4.6

3.9

4.0

4.0

3.4

3.2

印度

5.7

5.7

4.7

4.3

4.9

7.4

6.8

5.0

4.9

5.6

5.7

5.1

5.1

4.9

俄罗斯

6.0

3.5

2.3

2.5

3.3

4.3

5.2

6.0

6.7

7.5

7.4

7.4

7.7

7.7

巴西

4.6

4.7

4.2

3.9

3.2

4.0

4.6

5.2

4.8

4.7

4.6

4.5

4.5

3.9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指标

出口额

同比增长%

进口额

同比增长%

净出口额

美国
(2月，亿美元)

2630.1

4.1

3319.1

2.8

-689.0

欧元区
(2月，亿欧元)

2379.6

0.3

2200.6

-8.4

179.0

日本
(3月，亿日元)

87681.0

7.3

94695.9

-4.9

-7014.9

英国
(1月，亿美元)

441.7

17.2

636.4

-4.7

-194.7

印度
(3月，亿美元)

416.8

-0.7

572.8

-6.0

-156.0

俄罗斯
(2月，亿美元)

302.7

-1.0

226.2

0.3

76.5

巴西
(3月，亿美元)

279.8

-14.8

205.0

-7.1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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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经济体数据仅包括货物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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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4 月失业率
升至 33..99%%

本报讯 美国劳工部近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 4月美国失业率环比上升 0.1个

百分点至 3.9%，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数

为 17.5万，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

数据显示，4 月美国失业率高于市场

预期的 3.8%，较 2023年 4月的历史低点高

出 0.5个百分点。劳动参与率环比持平在

62.7%，低于新冠疫情暴发前的 63.3%。

按行业来看，当月医疗保健业就业人数

环比增加 5.6万，运输和仓储业就业人数增

加2.2万，零售贸易业就业人数增加2万。当

月，员工平均时薪环比上涨0.2%至34.75美

元，涨幅较 3月收窄。在过去 12个月中，员

工平均时薪增长了3.9%，涨幅较3月收窄。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 4 月失业率意外

上升，非农新增就业人数收窄至 6 个月来

最小增幅，表明就业需求正在放缓，劳动力

市场在经历年初持续增长后正在降温。不

过，员工薪资涨幅收窄可能有利于通胀形

势好转。 熊茂伶

欧元区和欧盟一季度经济
均环比增长 00..33%%

本报讯 欧盟统计局近日公布的初步

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欧

元区和欧盟国内生产总值（GDP）均环比

增长 0.3%。

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一季度

欧元区 GDP 同比增长 0.4%，欧盟 GDP 同

比增长 0.5%。去年第四季度，欧元区GDP
同比增长 0.1%，欧盟GDP同比增长 0.2%。

从国别来看，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

一季度 GDP 环比增长 0.2%，同期法国、

西班牙、意大利 GDP 分别环比增长 0.2%、

0.7%和 0.3%。爱尔兰GDP环比增长 1.1%，

瑞典GDP环比萎缩 0.1%。

数据还显示，去年第四季度欧元区

GDP 环比萎缩 0.1%，欧盟 GDP 环比零增

长。分析人士指出，随着通胀逐渐降温，

欧元区经济恢复增长的速度好于预期。

在欧洲央行降息预期的推动下，预计今年

的经济前景可能会进一步得到改善。

康逸 张兆卿

日本 3 月工矿业生产指数
环比上升 33..88%%

本报讯 日本经济产业省近日公布的

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汽车工业和生产用

机械工业复苏拉动，日本 3 月经季节调整

的工矿业生产指数环比上升 3.8%至 101.1。
这是自去年 12月以来，日本工矿业生

产指数首次环比上升。今年 1月和 2月，由

于部分汽车制造商的工厂因质量问题持续

停产，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连续环比下降。

3月，全部15个行业中，汽车工业、生产

用机械工业、电子部件及装置等9个行业生

产指数环比上升，钢铁及有色金属、无机和

有机化学工业等行业生产指数环比下降。

当月，工矿业出货指数环比上升 4.3%
至 100.0，库存指数环比上升 1.1%至 102.7。
经产省预计，4 月和 5 月日本工矿业生产

指数将继续环比上升。 钟雅 欧阳迪娜

中俄一季度双边贸易额
同比增长 55..22%%

本报讯 商务部欧亚司司长刘雪松在

近日召开的第八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一季度，中俄双边贸

易额 566.8亿美元，同比增长 5.2%，继续保

持良好发展势头。

他指出，近年来，中俄之间重点项目稳

步实施，贸易结构持续改善，服务贸易、跨

境电商等新兴领域合作势头强劲。中俄原

油管道、东线天然气管道平稳运行，黑河公

路桥、同江铁路桥过货量持续提升，双方在

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合作项目扎实推

进，合作的广度、深度不断拓展，质量和水

平不断提高。

当前，两国地方间合作蓬勃开展，各层

级、各行业交往日益频繁，企业合作意愿高

涨，呈现出“双向奔赴”的积极态势，不断为

双边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以本届博览会

为例，除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以

及山东等传统对俄合作大省，广东、浙江、

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也积极参与，俄方参

展州区地域范围从远东地区拓展至俄罗斯

中西部地区。希望通过本届博览会进一步

加强两国地方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经

贸合作的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力量。

国际数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