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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11月

9日發布了一份題為《展望2060：遠期增長

的全球視野》的報告。報告稱，中國可能

最早會在2016年就取代美國，成為第一大

經濟體。

全球經濟在未來5 0年的年增長率將

達3%左右，但地區和國家之間的增長預

期差異很大，新興經濟體仍將是未來全球

長期增長的驅動力，但其增長速度將放

緩，並逐漸與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增長率趨

同。

經合組織根據2005年購買力平價為基

準，預計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於2012年

超過歐元區，中國可能最早會在2016年就

取代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而印度目

前正在趕超日本，並在未來20年裡超過歐

元區。在未來不到50年的時間內，如果把

中國和印度加起來，兩國經濟規模將會比

整個發達國家的總和還要大。

未來50年，經合組織成員國平均年增

長率為2%，而非成員國將達到3.9%。在

新興經濟體中，印度、印尼和中國將分別

以5.1%、4.1%和4%的增速領先。在所謂

“發達國家俱樂部”中，發展速度差異也相

當明顯：美國為2.1%，德國為1.1%，日本

為1.3%，法國為1.6%。

但報告稱，全球經濟失衡仍將繼續擴

大，到2030年才能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

而發達國家更加深層、迅速的結构和稅制

改革能夠減少這一不平衡現象。

從現在到2060年，世界GDP年增長率

為2.9%，2030年之前速度較快，為3.7%，

隨後將降至2.3%，主要原因在於世界經濟

將放緩，尤其是中國在前後兩個階段的年

均增速將分別為6.6%和2.3%。導致經濟放

緩的主要因素包括老齡化等。

報告預測，到2060年，日本將滑落為

“經濟小國”。日本經濟佔世界經濟的比重

將由2011年的6.7%下降為3.2%，滑落為

“經濟小國”。

根據2005年的購買力均價計算出各國

的GDP的增長率，到2060年，日本經濟的

平均增長率為1.3%，美國為2.1%，中國為

4.0%，世界平均增長率為2.9%。

經合組織屬政府間國際組織，1961年

9月在法國巴黎成立。目前擁有包括美國、

日本、以色列、智利和大多數歐元區國家

在內的34個成員國，其宗旨是促進成員國

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該組織有200多個專業委員會和工作

小組，專門研究各成員國的經濟發展現狀

及其前景，並就國際經濟、金融及貿易等

各方面關系的變化為成員國政府提供相應

的對策和建議。

該組織每半年出版一期《經合組織經

濟展望》報告，針對成員國經濟趨勢進行

短期至中期預測。

本次推出的《展望2060：遠期增長的

全球視野》是該組織發布的第一份遠期經

濟展望報告。

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11月10日上

午在十八大新聞中心接受集體採訪時表

示，中日經貿出現一定幅度下降，責任完

全在日本政府。日企在華得到保護是毫無

疑問的，日企受到幹擾破壞應得到依法處

理。

陳德銘說，日本所謂的“購島”鬧劇嚴

重侵犯了中國的領土主權，當前中日經貿

關系確實受到嚴重的傷害，無論是中國對

日、還是日對華，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這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他指出，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各國

的產業高度融合和交織在一起，特別是中

日之間。造成這樣的損失，責任在日本政

府。他呼吁日方盡快改正錯誤行為，使中

日之間的經貿關系能夠逐漸恢復到正常的

方向上來。

此外，在被問及日企在華時候受到法

律保護的問題時，陳德鳴回應稱，日企在

華受到保護是毫無疑問的。溫總理多次表

示，所有在中國投資注冊的企業是中國企

業，他們的產品是中國產品，他們應該受

到中國法律的保護，也包括日資企業。

陳德銘強調，中國政府將依法保護所

有外國投資者在華企業和人身安全，保護

他們正常的生產經營。他們受到幹擾破壞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以下簡稱“中汽

協”)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10月中國乘用

車銷售129.89萬輛，環比下降1.27%，同比增

長6.40%。日系乘用車銷量延續9月跌勢，且

跌幅擴大。

數據顯示，10月日系車共銷售9.89萬

輛，環比下降38.22%，同比下降59.41%，佔

有率比上月下降4.55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

下降12.34個百分點。這是日系車月度銷量自

2009年以來首次低於10萬輛，市場佔有率也

是有統計以來首次跌破10%。

雖然日系車企在10月開展一系列市場促

本報訊 島津制作所11月8日發表了2012

財年（至2013年3月）純利潤預測值，預計

本財年純利潤為88億日元，而今年8月發表

的預測值為120億日元。因中日關系惡化及

中國需求低迷，島津制作所預計本年度在中

國市場的銷售額將大幅下滑，主力計量機器

及產業機器銷售不及預期。島津制作所預

測，本財年的營收為2670億日元，比上次公

布的預測值減少110萬日元。

作為最早進入中國的分析儀器外企之

一，島津實現從“島津日本”到“島津中國”

戰略移植，而中國也已躍居成為島津全球第

二大市場。

1956年，島津參加在北京和上海舉辦的

由於市場對索尼消費電子產品的需求萎

縮，評級機构穆迪(Moody's Investor

Service)近日將索尼的長期債務信用評級下

調了一級，此次下調之後，穆迪給予索尼的

長期債務信用評級也降至最低投資級別。

穆迪此次將索尼長期債務信用評級從

Baa2下調至Baa3，並聲稱給予索尼公司的

前景展望仍是“消極”。今年10月份，穆迪

就已經將索尼的長期債務信用評級下調了一

級。如果穆迪再下調索尼長期債務信用評

級，那麼就將達到“垃圾”級，一旦如此，

那麼索尼就將被迫面臨一些資金被撤出以及

在信用市場的融資能力受限等困境。

穆迪在報告中稱：“索尼公司如果在未

來12個月至18個月期間內不採取有效的重

組措施，那麼該公司的非金融服務業務最多

隻能是達到收支平衡的水平，而且也仍然面

臨著繼續虧損的困境。”

在截至9月30日的這一財季，索尼取得

了較小的運營利潤，而在去年同期仍是運營

虧損，這主要是由於索尼公司出售了化學業

務部門彌補了電視業務市場需求低迷的不利

局面。與此同時，索尼也在考慮出售紐約總

部，此舉可能有助於索尼實現盈利。

索尼當前仍維持著全年的業務利潤預

期，但同時也預計手持PSP、Vita遊戲機

等產品銷量將會下降，同時還預計電視機和

微型數碼相機等產品的銷量也將下滑。

最近幾個月中，索尼已經花費了18億

美元用於業務並購，主要收購了醫學設備和

雲遊戲等公司。

自今年初以來，索尼股價已經下滑了五

分之二左右。11月9日，索尼股價又下跌了

0.9%，達到879日元。

日本商品展覽會，1973年建立貿易往來關

系，自此開始了與中國的交往，也成為了最

早在中國開展業務的日本企業之一；1978

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同年島津

與中國儀器進出口總公司以合作形式在北京

成立了分析儀器維修站；1980年，島津在北

京正式設立了第一個辦事處。隨後，島津在

中國迅速展開了業務，在各大主要城市均設

立了辦事處。經過30多年的發展，島津在中

國業務的不斷發展壯大，中國已成為僅次於

島津日本本土的第二大市場。目前，島津制

作所在中國已設有8家子公司，擁有約1300

位員工。去年，島津制作所招聘的297名新

員工有一半被派往中國銷售公司。

銷活動，但仍未能阻止跌勢。上個月，在銷

量排名前十的乘用車生產企業中，日系品牌

合資企業已完全不見蹤影。其丟掉的市場佔

有率被自主品牌及德系車搶佔。

蓋世汽車網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日

系在華國產車銷量為168.99萬輛，市場佔有率

達到頂峰，為30.2%。但此後開始持續下滑，

目前已經降至歷史最低點。報告認為，日系

車銷量增長連年下滑是日系車企對中國汽車

市場的快速增長預計不足，還受到大規模召

回事件、日本地震及釣魚島事件的影響；此

外，與車型老化、競爭力下降也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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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得到依法處理。

在回答有關當前中國利用外資形勢和

外商的投資環境的問題時，陳德銘表示，

自己確實也聽到過個別西方媒體說中國現

在外商投資環境不如以前，外資會不來或

者撤出，但是這樣的結論並不可信。

今年10月，聯合國貿發會議發布了最

新一期《全球投資趨勢監測》，這也是國際

上最權威的監測。監測顯示，今年上半年

中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591億美元，超越

所有國家，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

目的地。

“我想，這就最簡單地回答了中國投資

環境是不是惡化的問題。”陳德銘說，中

國既然是全球吸收外資最多的國家，又說

中國的投資環境不行了，這在邏輯上是矛

盾的，是站不住的。

“盡管中國已連續多年每年都吸收1000

億美元以上的外國直接投資，而且今年上

半年我們暫居全球第一，但我們還要看到

不足，還要做得更好。”陳德銘表示，有

幾個方面是今後改善投資環境要特別加強

的：一是提高利用外資的綜合競爭優勢，

吸引更多的國際投資到中國來；二要保護

外商投資企業的合法權益；三要保護知識

產權；四要促進投資便利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