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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由我公司负责承建的“国道 349 线边坝至嘉黎段改建工程（边坝至尼屋乡段）施工一标段”已完工并通过交工验收，所

有农民工工资已结清。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公示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我单位联系处理。
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17384005458
特此公示

西藏闽路建设有限公司
2025年 1月 3日

声 明
西藏自治区地矿物资供销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更“西藏地矿物资供销有限公司”，现声明原公司公章（编

号：54010210014693）、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0210014694）、发票专用章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地矿物资供销有限公司

2025年 1月 3日

社址：拉萨市朵森格路36号 邮政编码：850000 总编室：（0891）6338731 汉编部：6338730 记者部：6323995 广告业务：6322866 广告经营许可证：藏字号890024 本报印刷厂印刷 今日八版 零售六角 印完6时50分

2024 年，世界经济在缓慢复苏中呈

现动能不足、增长失衡、碎片化加剧的特

征。地缘冲突升级、单边主义和保护主

义蔓延等风险挑战，给全球增长前景蒙

上阴影。与此同时，变革与机遇令人瞩

目：全球科技创新方兴未艾，催生更多新

经济形态；绿色转型成为大势所趋，有望

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全球南方”

占世界经济比重提升，深刻改写世界经

济版图……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经

济顶风破浪，稳中有进，持续向好态势不

断巩固，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前行的步

伐更加坚实，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创造更多机遇。

复苏放缓 增长失衡

“弱而不均”是 2024年世界经济运行

的主要特征。整体而言，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经济体增速明显快于发达经济体，

地区、国别之间增长分化明显。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

2024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3.2%，低于 2023

年的 3.3%，也低于新冠疫情暴发前多年

平均水平。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预计

增长 1.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

长 4.2%。

发达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经济增速

相对较快，但其结构性顽疾未除，仍面临

劳动力短缺、通胀回升、债务问题恶化等

风险。IMF 预计，美国经济 2024 年增长

2.8%。欧洲经济在经历长时间停滞之后

有所复苏，但地缘政治紧张、贸易摩擦等

给增长前景带来下行压力。据欧盟委员

会预测，2024 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分别

仅增长 0.9%和 0.8%。

从地区来看，亚太地区经济展现巨

大 活 力 ，成 为 引 领 全 球 增 长 的 重 要 力

量。IMF 近日发布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

告预计，2024 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6%，

高于此前预期，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 60%左右。

同时，非洲经济保持稳健增长。非

洲开发银行预测，2024 年非洲经济增速

为 3.7%。拉美地区经济展现一定韧性，

但高通胀、自然灾害等仍给经济发展带

来不利影响，地区主要经济体增速分化

明显。世界银行预计，2024 年拉美和加

勒比地区经济增长 1.9%。

受巴以冲突延宕外溢影响，中东多

国 经 济 受 到 严 重 冲 击 。 2024 年 第 二 、

三 季 度 ，土 耳 其 经 济 分 别 同 比 萎 缩

2.4%、2.1%，为 2020 年第二季度以来最

低 水 平 。 以 色 列 中 央 银 行 预 测 ，2024

年 该 国 GDP 增 长 0.5%，显 著 低 于 先 前

预测的 3%。

展望 2025 年，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

娃警告，尽管全球通胀正在缓解，世界经

济并未进入衰退，但下行风险显著增加，

未来可能陷入低增长、高债务的困境。

逆风加剧 变中寻机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保护主义

进一步上升、全球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当

前，世界经济面临更多不稳定和不确定

性因素。

过去一年，地缘冲突不断升级，地缘

竞争愈加激烈，加剧全球经济碎片化。

一些国家将商品、投资、科技、金融等武

器化，令制裁与反制裁扰动全球贸易；一

些国家通过降低对国际市场依赖规避地

缘政治风险，导致贸易全球化遭遇逆流。

美西方不断升级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举措，筑起“小院高墙”，推动所谓“脱

钩断链”“去风险”，导致全球生产和消费

成本抬高、国际贸易受阻，对世界经济复

苏造成巨大冲击。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上

任后将对多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野

村日本首席经济学家森田京平认为，这

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分裂、国际贸易下

滑和世界经济放缓。英国《金融时报》

网站援引 IMF 的预测报道，美国新一届

政府的关税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将使

2025 年全球经济产出减少 0.8%，2026 年

减少 1.3%。

风险还来自不断膨胀的全球债务。

一些国家采取大幅财政扩张措施制造

“繁荣表象”，加剧主权债务风险和金融

系统性风险。其中，美国国债规模 2024

年 11 月已突破 36 万亿美元。IMF 预计，

2024 年年底，全球公共债务达到 100 万

亿 美 元 ，相 当 于 全 球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的 93%。到 2030 年，这一比例将

升至 100%。

此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带

来巨大外溢效应。2024 年 9 月，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大幅降息 50 个基点，随后

又降息两次。由于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

中的主导地位，美联储开启新一轮宽松

周期致使全球利率环境改变，影响资产

估值和风险偏好，重塑国际资本流动格

局，给各国经济带来不同程度影响。

风 险 与 危 机 也 带 来 变 革 、催 生 机

遇。在全球经济动荡变革中，促进经济

增长的新动能正在孕育，新亮点、新格局

初现端倪。

一方面，科技创新正深刻改变经济

形态，尤其是各国在人工智能、新能源、

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和应用，有

望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提升

生产效率，加快全球绿色转型步伐，促进

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经济规模

卓然壮大、经济治理理念在世界上越来

越受到广泛认同，对推动世界经济平衡、

包容、可持续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世界银行预计，2024 年，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为世界经济提供超过一

半的动力。

顶风破浪 承载期待

2024 年，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

缘政治紧张、外部需求收缩等风险挑战，

中国经济顶风破浪，稳中有进，为世界经

济注入更多动力和确定性。在众多国际

机构和专家学者看来，中国仍是世界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过去一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前三季度增长 4.8%，同主要经济体相比

增速位居前列，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特

别是过去几个月采取的一系列增量政策

落地显效，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

显回升。世界银行日前发布最新报告，

上调 2024 年和 2025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

期，认为中国经济正维持强劲增长势头，

而宏观政策发力将进一步提振经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政策研究

室主任玛吉特·莫尔纳日前表示，中国经

济增速快于经合组织经济体和二十国集

团平均水平。从中期来看，中国仍是全

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过去一年，中国经济新动能加快成

长壮大，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以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为代表的科技

创新取得重要进展，传统产业智能化改

造和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绿色低碳转

型步伐加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

的《2024 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

示，中国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

连续第二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在全球

的创新力排名较 2023 年上升一位至第

11 位，是 10 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

体之一。

在比利时中国经贸委员会主席贝尔

纳·德威特看来，中国政府和企业在科技

创新领域持续投入，超过许多国家。随

着越来越多中国科技企业崭露头角，中

国未来将在人工智能、高科技、数字化等

领域发挥关键作用。

过去一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扎实推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积

极成效。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

入限制措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跨境

服务贸易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

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

有序扩大开放，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等 国 际 高 标 准 经 贸 规

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一项项扩

大开放的务实举措中，中国始终和世界

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更加坚定，“中国开

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趋

势更加清晰。

法国巴黎法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利亚

齐德·本哈米表示，在全球经济增长动能

不足背景下，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一系列举措使跨国企业得以更好地进

入中国市场，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中国

自身高质量发展，其外溢效应更将带动

中国的经济伙伴实现增长。

“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以科技创新引

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久前召开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路径阐述得愈加明晰。多家外资

机构近期发布 2025 年全球投资展望，整

体对中国市场积极乐观，不少外资机构

认为，中国经济正走上健康且可持续的

增长路径。

展望未来，中国将持续以自身发展

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力量，以高水平对

外开放与全球分享更多中国机遇，不断

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和可持续增长

之路。

（新华社北京 1月 2日电）

新年钟声敲响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

二〇二五年新年贺词，发出愿同各国共创美好

未来的强音。

过去一年，世界看到一个奋楫笃行的中

国。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动荡不安的

国际局势，亿万人民砥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

迈出坚实步伐。“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超过 130

万亿元”“粮食产量突破 1.4 万亿斤”“新能源

汽 车 年 产 量 首 次 突 破 1000 万 辆 ”“ 嫦 娥 六 号

首次月背采样”……日新月异的发展凝结着

新时代奋斗者的心血和汗水，彰显着不同凡

响的中国力量、中国成就。柬埔寨贝尔泰国

际大学资深教授约瑟夫·马修斯表示，中国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和 先 进 技 术 发 展 不 仅 造 福 中

国，也惠及世界。

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不惧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逆风，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外资准入

负面清单持续缩减、制造业准入全面放开、给予

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税目产品零关税

待遇……中国在高水平开放中推进高质量发

展，为世界各国现代化带来广阔机遇。中欧班

列累计开行突破 10 万列、钱凯港成为亚拉陆海

新通道最新地标、印尼雅万高铁全线站点投入

运营、中吉乌铁路项目正式启动……中国正在

与世界携手谱写更多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精

彩华章。

过去一年，世界看到一个和合共生的中

国。习近平主席的目光落在历史深处，新年贺

词中提到了“麦积山石窟‘东方微笑’跨越千

年”“六尺巷礼让家风代代相传”，都生动展现

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和合思想。中国深知，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

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方能在包

容“不同”时寻求“共同”，在尊重“差异”时谋

求“大同”。

春节、北京中轴线等申遗成功，中国提议

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获国际社会一致支持，在

免签政策助力下“中国游”成为国际旅游市场新热潮……中国同世界的人文

交流日益丰富，中外伙伴在交流中相知相惜，拉近彼此心灵的距离。

过去一年，世界看到一个挺膺担当的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确

定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崇高目标，中国积极为恢复世界和平奔走，为挽救

人类生命努力：同巴西联合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推

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首份加沙停火决议，促成巴勒斯坦各派别和解对话并

签署《北京宣言》……中国在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展现的责任担当赢得了

越来越多认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副主席马哈茂德·阿鲁勒

说，中国是一道光，中国为巴勒斯坦和解所作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实属罕

见。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认为，中国外交为国际社会带来

了和平的“新鲜空气”。

立身以正，立言以信。今日之中国，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

感召力。从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里，世界再次真切感知“以宽广胸襟超越

隔阂冲突，以博大情怀关照人类命运”的中国格局。

2025 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

国都将坚定不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世界和平发

展事业。新的一年，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做友好合作的践行者、文明互鉴的

推动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共同开创世界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 1月 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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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分化 破浪前行
—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

新华社记者 欧阳为 于荣 闫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