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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增持·看好
——三个关键词解读外资金融机构缘何看好中国经济

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血液病医学中心和
国家血液病区域医疗中心设置标准

三部门联合印发
《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专项行动方案》

持续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大
量增持中国境内股票债券、看好中国
经济发展趋势……在诸多外资金融机
构眼中，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复杂挑战，
中国经济是为数不多提振全球预期的
积极因素，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关
键推动力”。

关键词一：“上调”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

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大
幅 上 调 今 年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预 期 至
5.2%。

不只是 IMF，大型国际金融机构也
纷纷上调 2023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摩根士丹利从5%上调至5.7%，高盛集
团从 4.5%上调至 5.5%，野村证券从
4.8%上调至 5.3%。摩根大通、瑞银集
团、德意志银行等同样都上调了对中
国经济的预期。

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是外资
金融机构对中国经济信心最直白的表
现。

相比之下，国际金融市场各方对
2023年的全球经济前景展望却没有如
此乐观：IMF 预计 2023 年全球经济增
速为2.9%；联合国日前发布的《2023年
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测为 1.9%。
世界银行更是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
速放缓至1.7%。

“今年中国经济复苏可能是对全
球经济衰退风险的主要对冲。”花旗中
国首席经济学家余向荣说。

其实，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三
年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始
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20
年，中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正增
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中国经济规
模突破110万亿元，占当年世界经济比
重达到 18.5%，两年平均增长 5.1%；
2022 年，中国经济克服重重困难实现
同比增长3%，快于多数主要经济体。

现在，中国经济再次被寄予厚
望。“中国是全球唯一有望在明年
（2023年）实现企业利润和GDP体面增
长的主要经济体。这对全球经济来说
是个好消息。就在美欧经济放缓之
际，它提高了世界经济避免衰退的可
能性。”国际知名财经刊物《巴伦周刊》
于去年12月在其网站上如此写道。

关键词二：“增持”
今年1月，北向资金在沪深交易所

累计净买入 1412.9 亿元人民币，净买
入量超过了 2022 年全年规模。同期，
明晟（MSCI）中国指数上涨近 12%，连
续三个月累计涨幅超过40%。

增持中国有价证券，成为当下外
资金融机构对中国经济前景展望最直
接的表达。

在过去三年间，外资金融机构始
终高度关注中国市场。2020 年，外资
总体净增持国内股票和债券超过2000
亿美元；2021年末，境外投资者持有境
内上市股票和债券的总市值累计达
12984亿美元，较2020年末增长23%。

尽管在 2022 年下半年，全球金融
市场大幅震荡，导致资金大规模从欧
洲、亚洲、南美等地流出，但如今，外资
金融机构普遍认为，那些对他们造成
巨大压力的因素正在不断减少，这进
一步刺激他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
资。

美国银行将中国股市转入“战术
性增持”；摩根士丹利看好中国股市，

“建议利用目前的机会逢低买入”；高
盛股票策略团队已于近两月连续上调
2023 年 MSCI 中国指数盈利增长的预
期，由8%最终上调至17%……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22
年 12 月，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
和股票分别为 73 亿美元和 84 亿美
元。2023 年 1 月上半月，外资净买入
境内股票债券合计约126亿美元。

关键词三：“看好”
外资金融机构看好中国经济，不

只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更
是因为中国经济展现出的韧性与实
力，以及未来蕴含的潜力。

看好中国经济在于中国经济长期
向好的发展趋势。“中国正在从追求高
速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更加注
重经济增长的品质。”高盛集团总裁兼
首席运营官温泽恩去年12月表示，“高
盛始终是中国市场的重仓投资者，未
来也会继续重仓投资中国，我们非常
看好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

看好中国经济还在于中国持续
扩大金融开放。“中国坚定不移推进
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
在更高水平基础上持续推动金融开
放，这为外资金融机构提供了巨大
的发展机遇。”渣打银行（中国）总
裁、行长兼副董事长张晓蕾介绍，特
别是过去三年，渣打中国依托中国
的发展和开放机遇，业绩实现持续
稳健增长，并在多个业务板块取得突
破性增长。

看好中国经济还在于中国经济未
来的美好蓝图。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
宏观策略主管刘立男提到，中共二十
大报告里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未
来十年间，中国将继续遵循以创新驱
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也
仍将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引
擎。”刘立男说。

（新华社北京 2 月 2 日电 记者 刘
开雄、李延霞、吴雨、有之炘）

2月2日，商户代表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大
厅进行文艺表演。

当日，全球最大的
小商品批发市场——义
乌国际商贸城迎来兔年
开市。市场商户准备就
绪，迎接全球客商的到
来。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世界超市”

开门迎客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为进一步
引领医学科学发展和整体医疗服务能
力提升，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
印发《国家血液病医学中心设置标准》
和《国家血液病区域医疗中心设置标
准》，明确了血液病“双中心”的设置标
准。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工作是我国推行分级诊疗
制度、实现分级诊疗目标的重要措
施。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要
求“医教研防管”全方位提升，承载着
科研创新、医学科技领域的领军作用。

《国家血液病医学中心设置标准》
指出，国家血液病医学中心应当具备
各类疑难危重血液系统疾病的综合诊
疗能力，掌握血液病诊疗领域所涉及
的各项关键技术。

根据标准，在科室及平台设置方
面，门诊应能够提供造血干细胞移植
专业、白血病专业、淋巴瘤专业、骨髓
瘤专业、骨髓衰竭性疾病专业、红细胞
疾病专业、出凝血疾病专业、代谢与遗

传性疾病专业等专科门诊服务；在核
心技术方面，应具备开展造血干细胞
移植技术的能力，包括自体造血干细
胞移植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常
规治疗、新型治疗方案、新药临床试验
等方面具有全过程诊疗体系和能力。

标准还明确，近 5 年，国家血液病
医学中心年均开展血液系统疾病相关
临床检验数量≥100000 例次，累计收
治病例覆盖疑难危重病种清单 90%以
上，不断提升临床诊疗的规范化水平，
人员经费占比逐年提升。

《国家血液病区域医疗中心设置
标准》指出，国家血液病区域医疗中心
应当具有丰富的血液系统疾病诊疗经
验，在区域血液系统疾病诊疗体系中
处于引领地位。明确近 5 年，国家血
液病区域医疗中心年均开展血液系统
疾病相关临床检验数量≥50000 例
次，累计收治病例覆盖疑难危重病种
清单 80%以上。具备牵头成立覆盖区
域的血液病协作网络的能力，建立符
合血液疾病诊疗特点的分级诊疗体
系。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记者 谢希
瑶）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 2 日介绍，
2022 年，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
额 24371 亿元，执行额 16514 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4.2%和10.3%。我国服务
外包产业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展现出
较强韧性和发展活力。

据介绍，2022年，我国企业承接离
岸服务外包合同额13177亿元，执行额
8953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6.7% 和
4.1%。

从业务结构看，2022年，承接离岸
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
（KPO）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 11.8%和
6.2%。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ITO）
执行额同比微降 0.6%。其中，信息技
术解决方案服务、新能源技术研发服
务同比分别增长129.1%、61.3%。

从区域布局看，2022年，全国37个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总计承接离岸服务
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

23.3% 和 9.3% ，分 别 占 全 国 总 额 的
89.7%和89.6%。长三角地区承接离岸
服务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同比分别增
长18.1%和12.5%。

从国际市场看，2022 年，承接美
国、中国香港、欧盟离岸服务外包执行
额合计占我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的
53.9%。承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成员国、“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同比分别增
长4.2%、12.7%。

从企业性质看，2022年，我国民营
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占全国
31.8%，同比增长22.6%，较全国平均增
速高 18.5 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承
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占全国43.4%，
同比增长5.0%。

从吸纳就业看，2022年，我国服务
外包新增从业人员 102 万人。截至
2022 年底，我国服务外包累计吸纳从
业人员1498万人。

2月1日拍摄的贵州坝陵河大桥（无人机照片）。
当日，贵州坝陵河大桥沐浴在夕阳余晖下，美不胜收。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谱写美丽中国的湿地篇章
（上接第1版）“让我们做保护的行

动者，爱护每一种生物，珍惜每一寸水
土，用心保护湿地的生态环境；让我们
做文明的传播者，不破坏动物们的家，
不伤害植物们的花，用情呵护湿地的生
态资源……”稚嫩的童声伴随着坚定语
气，青少年代表齐声宣读湿地保护倡
议，发出保护湿地生态的青春之声。

“在土与水相遇之处，生机勃发！”
《湿地公约》秘书长穆松达·蒙巴在视
频致辞中说，湿地存在于地球这个美
丽星球的各个角落，被称作地球动脉
与静脉，雄伟，壮观，美不胜收。庆祝
世界湿地日，就是让人们更好地认识
和理解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我国高度重视湿地保护和修复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提出，“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
休养生息”。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数据显
示，自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以来，我
国积极应对湿地面积减少、生态功能
退化等全球性挑战。2016 至 2020 年
期间安排中央投资 98.7 亿元，实施湿
地保护与恢复工程 53 个，实施湿地生
态效益补偿补助、退耕还湿、湿地保护
与恢复补助项目 2000 余个，新增湿地
面积20.26万公顷。

此外，我国已有国际重要湿地 82
处，面积居世界第四位；13座城市获得
国际湿地城市称号，建立了600多处湿
地自然保护区和 900 多处国家湿地公
园，湿地占各类自然保护地的比例达
到 50%以上，把 1100 万公顷湿地纳入
国家公园体系加以保护，湿地总面积
达到5635万公顷。

自 1970 年以来，全球湿地消失速
度是森林的三倍，超过 35%的湿地退
化丧失。今年世界湿地日将主题定为

“湿地修复”，凸显当前全球合力修复
湿地的紧迫性。

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说，2023
年我国将以“中国山水工程”入选“联

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旗舰项目为
契机，加快实施包括湿地等重要生态
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

为子孙后代留下大美湿地
晨曦初露，“最美湿地管护员”智

华就会出现在湖边，冒着严寒，踏冰卧
雪，观测大天鹅的同时，开展日常监测
与巡护工作，并将监测情况详细记录
下来。

地处青海湖的泉湾湿地，是越冬
大天鹅的一片栖息地。“青海湖的鸟儿
是大自然纯净的生灵，它们和人类的
生命同样宝贵。”多年来，智华凭借对
故土的眷恋和自然环境的热爱，用执
着与坚守，守护着青海湖湿地之美。

受气候变化、人为活动等因素影
响，青海湖生态一度严重退化。2021
年以来，青海湖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
自然保护区补助、野生动植物保护等
一批生态修复项目，湿地和水鸟栖息
地得到进一步恢复。

据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直
属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
长何玉邦介绍，最新监测显示，青海湖
关键性物种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恢
复到 11.41 万吨，较上年增加 0.56 万
吨，达到保护初期的44倍。

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东营市观鸟爱好者杨斌近日观
测到两个大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
鹤种群，至今说起都惊喜不已。截至
目前，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累计退耕还湿、退养还滩7.25万亩，修
复湿地 28.2 万亩。“一次修复、自然演
替、长期稳定”良好湿地修复效果日益
凸显。

莲花滩的浅滩上，苍鹭悠然漫步，
忽而扑棱飞起；梅林路两侧，红梅、绿
萼梅含苞待放……兔年早春，万物舒
展筋骨，浙江杭州西溪湿地游客络绎
不绝。

位于杭州西北方的这片 11.5 平方

公里湿地，上世纪 90 年代一度失去原
生景观。

“从 2003 年开始，杭州坚持‘最小
干预’原则，启动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
程。两年后，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
文化湿地于一体的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正式对公众开放。”杭州西溪国家湿地
公园管理局湿地保护科科长张巧玲
说。

“早就听说过西溪湿地，这次带着
家人亲身游览，才真正感受到湿地的
自然之美。”游客金惠宇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
保护湿地等生态环保理念在神州大地
已是深入人心。

让湿地成为高质量发展“宝地”
孙诺如今成了“湿地”农民，被聘

用为湿地管护人员直接参与保护和宣
教工作，每年管护工资2万元。

“生态越来越好，来越冬的鸟多，
游客也越来越多。”云南迪庆香格里拉
纳帕海湿地的建塘镇解放村村民孙诺
说。

这是我国黑鹳种群最大越冬栖息
地和迁徙停歇地。今年春节期间建塘
镇游客激增，多到镇上和环湖路时不
时会堵车，很多餐馆还得排队。

2016 年，孙诺家的耕地被纳入湿
地生态效益补偿项目中的耕地补偿，
此外还享受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
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湿地生态功
能补偿覆盖纳帕海周边3个村委会、15
个村民小组、706户获益。

泥炭湿地面积仅占地球表面的
3%，承担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土壤碳
储量。吉林省哈泥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主要保护对象就是区域内泥炭沼
泽湿地。

吉林哈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局长刘永利说，2009年，哈泥保护区
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来，先后投
入 2600 余万元，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通过“吉林哈泥湿地保护与恢复

工程”“退耕还林配套封山育林工程”
等，提高了保护区的保护能力和管理
水平。

当地村民获益了，农民每年一次
免费体检，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支
持，特别是营造林、封山育林、基础设
施建设等为社区农民创造更多机会，
近年来累计完成生态移民 212 户、600
多人，为当地群众提供了近千个就业
岗位。

刚刚入选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广
东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地处超大城
市中轴线上。从污水横流到一级保护
动物栖息地，这一国家湿地公园为城市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生态系统服
务，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典范。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说，广州
以共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在
城市中央打造出“入则自然，出则繁
华”的宝贵财富。

在钱塘江入海口外杭州湾南岸，
有一片广袤的滩涂湿地。这里草地丰
美、芦苇成片、鱼鸟成群，同时集聚了
上汽大众、吉利汽车、方太厨具、慈星
股份等一批优质企业和吉利研究院、
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等一批功能平
台。这是湿地变成高质量发展“宝地”
的范例。

杭州湾湿地建设项目启动时，借
鉴国际经验，推进自然与人工相结合
的科学生态恢复。上汽大众来洽谈年
产 30 万汽车整车项目时，德国专家察
看海涂地块时，发现附近很多野鸭出
没嬉戏，得到了妥善保护，不禁对此非
常赞赏，最终决定项目落地。

在世界湿地日，《湿地公约》秘书
长穆松达·蒙巴在视频致辞中表达一
个期待是，中国作为《湿地公约》主席
国在未来三年引领全球湿地保护事业
发展。

（新华社北京 2 月 2 日电 记者 王
立彬、魏一骏、赵珮然、李双溪、叶婧、
吕雪莉）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记者 赵文
君）记者 2 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
国将加强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建
设，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
务需求，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市场监管总局、民政部、商务部近
日联合印发了《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
化专项行动方案》，提出了到2025年养
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工作的总体目标
以及4大方面、10项重点任务。

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行动方案
提出优化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供给结
构，从支撑行业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3 个方面提出重点
标准制修订项目。进一步强化标准实
施与行业发展规划、改革任务、专项行
动等的协同推进，提出向消费者明示
服务标准、完善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机

制、分批部署150个标准化试点示范项
目等任务。

在标准化能力建设方面，行动方
案提出推动将标准化知识纳入养老、
家政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建立以标准
为支撑、覆盖从业人员和服务机构的
评价机制。促进养老和家政服务领域
国内国际标准衔接、强化国际标准化
人才培养，支撑构建高标准服务业开
放制度体系。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民
政部、商务部持续关注人民群众的现
实需求，进一步优化养老和家政服务
标准体系，加速服务标准提档升级，
以标准引领养老和家政服务业规范
化、品质化、数字化、融合化发展，形
成标准化与养老和家政行业联动发
展新局面。

2022年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稳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