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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位列全国第一、第二位。

四、进一步推动出口稳步增长的政策

建议

受高基数效应、欧美货币政策转向等

多种因素影响，中国出口保持高速增长

的难度将有所上升，应未雨绸缪，及早施

策，积极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持续降低

各类显性隐性外贸壁垒，有效推动出口

持续高质量发展。

一是进一步降低外贸成本。进一步缩

短贸易通关时间，积极推进和重点合作方

海关的互认合作，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进一步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贸易信贷等政

策工具的覆盖范围，继续降低进出口环节

收费。进一步加大公共海外仓等新型外贸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有效助力跨境电商等

新型贸易模式发展。进一步加强和美方的

沟通合作，争取扩大关税排除范围。

二是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促进西部

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积极推动沿线内陆相

关省市和广西等通道门户强化政策协同，

有效降低通道沿线省份物流成本。支持宁

夏、甘肃、陕西等内陆省份开通经钦州港

出海，重点面向南亚、东南亚、中东以及欧

洲的陆海联运班列。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

线枢纽地区新建一批产业转移合作示范

区，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产业溢

出。

三是加快推进自贸区提升战略。引导

更多外贸企业充分利用 CPTPP 规则，推进

产业链国际化布局，加快推动中日韩 FTA

谈判，力求在焦点议题和日本、韩国两大

经济体扩大共识，稳步推进 CPTPP 等谈

判。积极推进中国—海合会、中国—欧亚

经济联盟等 FTA 谈判，有效降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贸易壁垒。◆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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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三季度，全球供应链中断、通胀

水平维持高位、贸易赤字恶化等仍是限制

法国甚至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尽管

法国通胀出现小幅回落，但能源账单飙升

依然直接拉动外贸赤字扩大，加上家庭消

费能力转弱，三季度法国经济增长动力明

显不足。若能源断供危机进一步恶化，公共

债务率持续升高，家庭预期继续转弱，贸易

逆差将加速恶化，最终拖累法国四季度经

济复苏。

一、三季度法国经济形势

（一）法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

（INSEE）最新数据，在持续通胀背景下，

2022 年三季度法国经济在前一季度反弹后

增速放缓，三季度 GDP 环比增速降至

0.2%，显著低于二季度的 0.5%，同比增长

1%。当季，拉动法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中，有两驾都徘徊不前。其中，家庭消费环

比零增长，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已

经降为负值。

受服务产出减少的影响，法国总生产

（商品和服务）活力在三季度放缓，环比增

长 0.4%。服务产出动力明显不足，环比增长

0.5%。其中，住宿和餐饮服务产出明显减

速，环比仅增长 0.5%；运输服务产出大幅放

缓，环比增长 1.0%；得益于 IT 服务的快速

发展，信息和通信生产保持一定活力，环比增长 1.5%。商品产

出略有下降，环比下滑 0.2%。其中，能源、水和废物产出连续四

个季度下降，环比下降 3.3%；运输设备产出保持强势反弹，本

季度环比增长 4.6%；资本货物产出复苏势头强劲，环比增长

1.6%。

三季度，最终国内需求（不包括库存）对 GDP 增长有积极

贡献，环比增长 0.4%。家庭消费作为法国经济的传统驱动力，

在第二季度略有增长（环比增长 0.3%）后，三季度降为零增长。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增长在三季度持续复苏，环比增长

1.3%。三季度对外贸易严重拖累 GDP 增长 0.5 个百分点。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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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商品和服务出口连续第三个季度放缓，环比上涨

0.7%。其中，运输服务出口出现大幅下跌，在二季度环

比上涨 10.4%后三季度环比下跌 2.5%；信息通信出口

跌幅进一步扩大，环比萎缩 1.5%；货物出口重回正增

长，环比上涨 1.1%，特别是运输设备出口环比上涨

1.2%。进口方面，商品和服务进口强势反弹，环比上涨

2.2%。其中，受电力和资本货物进口上涨的影响，货物

进口增幅加大，环比增长 1.9%；服务进口保持 2.5%的

增长，特别是信息通信服务进口反弹势头显著，环比上

涨 2.9%。三季度库存拉动 GDP 增长 0.2 个百分点。

（二）法国通胀出现小幅回落

受能源价格连续下降的影响，法国通胀呈现微弱

回落趋势。9 月，法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下

跌 0.6%，同比上涨 5.6%，出现月度回落，核心通胀率

（ISJ）和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也分别同比增长

4.5%和 6.2%。其中，能源价格连续第三个月下降，环比

下跌 2.6%，同比增长 17.9%，特别是石油产品价格持

续下跌，环比跌幅达 7.0%；食品价格增速继续放缓，环

比增长 1.1%，同比增长 9.9%，同比增速加剧再次超过

一年；制成品价格增速价位稳定，环比增长 0.9%，同比

增长 3.6%。

与此同时，受法国家庭对未来法国经济预期减弱、

通胀预期增强、失业恐惧增加的影响，9 月法国家庭消

费信心指数在 8 月份反弹至 82 后回落至 2022 年以来

最低水平 79，与 7 月相当。

（三）能源账单飙升直接拉动法国外贸赤字扩大

受电力和液化天然气购买费用持续增加的影响，

三季度法国贸易逆差急剧恶化，逆差额较上一季度 73

亿欧元至 476 亿欧元，创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与

前几个季度不同，本季度进出口额的增长更多是受到

数量而不是价格的推动。

从进口看，三季度法国进口继续强劲增长，进口规

模达 2075 亿欧元，环比增长 8.0%，比 2019 年的平均

水平高出 41%。其中，进口增长的一半来源于能源产

品，环比增长 20.6%，特别是电力产品进口环比增长

178.3%，进口量创历史新高；得益于运输设备供应的

增加，运输设备进口环比增长 13.1%，特别是汽车和航

空产品进口分别环比增长 11.8%和 14.5%；机械、电子

和计算机设备进口加速，环比增长 6.6%。

从出口看，三季度法国总出口规模达 1531 亿欧

元，环比增长 5.1%，增速接近一季度数据，出口总额比

2019 年的平均值高 19.8%。其中，得益于航空出口的大

幅反弹（环比增长 24.5%），运输设备恢复高速增长，环

比增长 11.7%，但仍比 2019 年平均水平低五分之一；

汽车出口基本恢复到 2019 年平均水平，环比增长

10.1%；船舶和船只的销售额继续大幅下滑，环比下跌

73.5%；农产品出口大幅增长，环比增长 24.2%，出口总

额达 2009 年以来历史最高水平 66 亿欧元；与出口一

样，机械、电子和计算机设备出口增幅扩大，环比增长

6.1%。

从贸易伙伴看，法国对欧盟以外的美洲和欧洲贸

易伙伴逆差进一步恶化。其中，受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

液化天然气供应控制力加大致使法美关系恶化的影

响，法对美贸易逆差扩大至 37 亿欧元；受自英国电力

进口增加和自挪威天然碳氢化合物进口增加的影响，

法国与欧盟以外的欧洲贸易逆差扩大至 56 亿欧元，特

别是与英国和挪威贸易逆差分别扩大 22 亿和 1 亿欧

元；对华贸易逆差与上季度略有收缩，逆差额为 128 亿

欧元。

二、法国经济形势展望

（一）经济增长和通胀或将呈现温和增长

10 月 6 日，INSEE 发布报告维持 2022 年法国

GDP 增长 2.6%的预期不变，但不排除四季度因能源

供应困难和生产停摆导致增长回落；得益于法国能源

限价措施，INSEE 将全年通胀预期由此前的 5.3%下调

至 5.2%。此外，INSEE 预计法国食品价格全年上涨

12%，将导致居民购买力持续承压。自俄乌冲突以来，

能源价格激增以及原料和运输成本上涨增加了“法国

制造”的成本。法国制造独立联合会主席艾斯表示，目

前该行业表现良好，企业宁愿削减利润而非提高价格

来缓解成本压力，但该做法难以维持至 2023 年。预计

2023 年，“法国制造”相关行业的价格会出现大幅上

涨，但考虑到“法国制造”份额仅占民众平均消费的

5%，该行业价格上涨对法国整体通胀上涨的传导影

响仍整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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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贸赤字或将持续恶化

根据法国 2023 年财政法案，法国今年贸易逆差

预计达到创记录的 1560 亿欧元。截至三季度，法国外

贸缺口已攀升至 1449 亿欧元，逼近政府对 2022 年全

年的预计，如果外贸赤字持续恶化，最终恐将录得

2000 亿欧元的外贸缺口。此外，预计 2023 年法国外

贸同样艰难，即使通胀率下降，也会保持在较高水平。

全球范围经济放缓，特别是欧元区和第一大贸易伙伴

德国都可能步入衰退的境况，将使法国外贸承受更大

压力。

（三）公共债务率或将拖累经济复苏

11 月 4 日，考虑到能源价格演变和欧洲宏观经济

前景走弱等因素，信贷评级机构惠誉国际将法国的前

景展望评为“负面”。惠誉认为，今年法国预算赤字将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5.2%，2023 年可能略有改善至 4.9%。

从中期来看，法国负债水平相对稳定，但负债率仍维持

较高水平，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 112%左右。11

月 21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声明指出，法

国去年以来投入占 GDP 约 2%的资金缓解能源危机对

经济造成的冲击，但这些措施大大增加了政府负担，同

时削弱了节能减排效果。IMF 呼吁法国政府自明年开

始进行财政整顿，降低公共债务率，扩大财政政策调控

空间。同时，IMF 还建议法国政府尽快优化能源补贴措

施，推进财政支出结构性改革，继续采取措施提升劳动

者技能、解决教育系统效率低下等问题。◆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

打造核心竞争力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专业化整合成效分析

□ 胡 迟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国资国企改革的不断深

化使得我国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得以持续改善优化。据

最新统计，中央企业数量已经从 2003 年国资委成立时

的 196 家调整到目前 97 家。中央企业的专业化重组整

合已成为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的主要方

向。中央企业深化专业化整合，对于国资国企聚焦主责

主业，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

率、推动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优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专业化整合推动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更加优化

2020 年 11 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

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意见》提出，要围

绕好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加

大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布局力度，加大战

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持续推动非主业、非优势（两

非）和低效无效资产（两资）的退出。

（一）中央企业的重组整合发展历程

2003 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时直接管理的中央企

业为 196 家，当时提出到 2010 年将国资委直接监管的

中央企业整合到 80—100 家。近 20 年来，中央企业的

整合重组一直按照最初的目标稳步有序推进。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央企业的重组整合进入新阶段，主要表现

为“数量增多、力度加大、速度加快”。2015 年中央提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2017 年党的十九大召开都促进

了中央企业整合速度的提升。“十三五”时期，国有资本

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加快推进，先后完成了 12 组 24

家中央企业的重组，新组建和接收了 5 家企业。“十四

五”以来，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贯彻实施，中

央企业专业化重组的步伐更是加快。地方政府在近两

年也加大了地方国有企业的行业整合力度。

（二）专业化整合已见到成效

近年来，专业化整合成为中央企业重组整合的主要

方向。中央企业的专业化整合已从多个方面见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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