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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某些美西方机构借所谓“首
席经济学家”“市场分析师”名义，对中
国经济展开新一轮“唱空”表演：先拉高
增长预期，而后再以“不及市场预期”为
由，进行“预期绑架”。

相关机构无视中国确定的合理增长
目标，脱离中国经济基本面，满足于“活
在自我设计的经济模型中”，对中国经济
走势抹黑唱衰。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一
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以西方棱镜观察中
国，那么永远无法看到中国的整体状况，
同时也无法对中国作出正确的判断。

先拉高后唱空
“预期绑架”是西方常见的套路
“有增长，但增长不及预期；有成

绩，但效果还不及预期……”先高捧，后
狠杀。这是美西方机构针对中国经济
的唱衰套路，屡见不鲜。

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前 11个
月经济数据，显示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
好。其中，今年 11 月，中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同比增长 10.1％，比 10月加快 2.5
个百分点，凸显中国扩内需促消费政策
持续显效。

然而，包括美国《华尔街日报》、路
透社在内的一些西方媒体机构却给这
一数据加上了“不及预期”的标签。

路透社称，数据“未达分析师预期的
12.5％”。也就是说，这些机构认为，中国
11月数据要比 10月加快近 5个百分点才
算“达标”。其给出的理由是，之所以有
这样高的预期，是因为去年基数较低。

回拨一下时间轴，就会发现，上述
说辞不过是老调重弹。

早在今年年初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
控政策时，这些机构就营造了完全相同
的叙事：即中国消费市场应立即“报复
性 ”上 涨 ，中 国 经 济 应 持 续“ 强 劲 反
弹”。而二季度数据公布时，它们就四
处叫嚷“中国经济有了大麻烦”。

分析人士认为，要求 11月中国社会
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率比 10 月大幅
提升，缺乏实证论据支撑。“相关机构提
出 12.5％的过高预期，更像是专门为得
出‘不及预期’这一结论服务的。”澳大
利亚经济学家郭生祥说。“某些人故意
筛选于中国不利的模型和统计方法，先
下结论，后找论据。”

谈及美西方机构的此类套路，西班
牙《起义报》网站近期刊文指出：“基于毫
无根据的估计来预测中国经济混乱的新
闻，无疑带有意识形态和宣传偏见。”

以偏概全
是“预期绑架”的常见做法

“路透社对多个分析师单独进行的
调查预计，中国经济将放缓”“彭博社对
78名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应下调中国
2023年经济增长预期”……

在美西方机构频繁出炉的报告中，
时常能看到此类无具名信源。这类信
源经常会被冠以专业人士的名头，被奉
为“高质量样本”。为增加可信度，美西
方机构通常还会估算不同样本的“平均
值”或“中间值”，进一步证明其“预期”
的合理性。

不同分析人士掌握信息各异、分析
工具不同、利益取向有别，对特定经济
体做出多空不一的预测非常自然。而
投资者对相关机构的期待无非是，客观
平衡报道各类信息和观点，为受众提供
多元理性的资讯产品。

然而，某些西方机构却一味滥用话
语霸权，封杀与其意图相悖的观点，刻
意把“唱空中国经济”的单一声音，夸大
为代表“市场预期”的唯一声音，企图以
此左右市场情绪，误导市场预期。

除媒体和商业机构外，美西方政界
更深谙“预期绑架”之道。

不久前，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
设委员会”把冷战中常用的“兵棋推演”

搬到华尔街，向金融机构高管展示“假
想状态下”中国给美国经济带来“系统
性风险”。在“兵棋推演”中，这些充斥
意识形态偏见的政客断言，中国是“风
险之源”，已经“不适合投资”。

美国国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近
期撰文“喊话”，要求华尔街与华盛顿

“统一口径”应对“中国威胁”。
美国康明斯公司发言人约恩·米尔

斯告诉媒体：“如果说任何关于中国经
济的正面评价，你会有麻烦。”

从唱空到做局
“预期绑架”成为牟利手段

西方舆论的“唱空”表演，不是孤立
的，往往与国际热钱，乃至西方政治势力
紧密互动，牵涉复杂的灰色利益链条。

其操作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美西方
机构和媒体做“唱空”先锋，赚取流量；
国际评级机构调降信用评级水平，吸引
客户关注；国际热钱跟进，做实质性“做
空”布局，或同步操作“看空做多”的抄
底买卖；政客借势为自身牟取各种利益，
增加本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博弈筹码。

打的是舆论战，玩的是攻心术，用的
是信息差，念的是“生意经”——几十年
来美西方相关机构把这套组合拳玩得溜
熟，给自身带来滚滚财源和战略利益。

1991 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西方
媒体和机构的舆论攻势下，抵不住“预
期绑架”，决定全盘西化，接受“休克疗
法”，肢解现行体制。然而，这一做法不
仅没能为俄罗斯扭转经济颓势，反而导
致物价失控，贫困率陡增，本国资产大
幅贬值。那些为俄罗斯“出谋划策”的
美西方势力及其代理人成功抄底，并一
度掌控了不少俄罗斯经济命脉。

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金融大鳄乔
治·索罗斯做局绞杀泰铢，惯用手段正
是通过媒体释放唱衰消息。通过在“专
业”媒体机构放大泰国等经济体面临的
困难，制造市场恐慌情绪，为做空这些
经济体做铺垫。

今年 1月，美国媒体爆料，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
广播公司、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彭博新
闻社、《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巨头的记者
都接受过索罗斯资助，以便在工作中

“正确抓住重点”，为其金融投机“鸣锣
开道”。

如今，“预期管理”在美西方已经变
成一桩生意。众多从业者笃信，想要浑
水摸鱼，首先要把水搅浑。

一些西方投行、机构一边高调唱衰
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另一边悄悄在外
汇、证券、期货等市场做多中国概念，通
过信息不对称获取暴利；一些国际组织
以“不及预期”作为理由，提出与中国国
情脱节的“改革方案”；还有一些“经济
学家”，以唱衰中国经济为业，通过媒体
包装炒作，沽名钓誉，出版畅销书，云游
四方，演讲获利……

所谓“积羽沉舟，群轻折轴”。经济
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预期的自我实
现”，即预期导致行为改变，而行为的改
变进一步验证了原先预期的“正确”和
预期者的“高明”。而实际情况是，悲观
的预期更容易通过打压市场信心、“金
融加速器”效应等传导至实体经济，造
成严重后果。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
小池塘。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
能持续集聚，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正不
断创造新机遇，为世界经济贡献宝贵的
确定性，有力提振了全球发展信心。

得益于超大市场规模、科技创新活
力、强劲发展韧性，中国顶住外部压力，
克服内部困难，防范化解风险，经济回
升向好，有效证伪了各类唱衰论调。

在这片土地上，“预期绑架”套路难
得逞。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对中国经济搞“预期绑架”难得逞
每逢年末，我国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部分进出口商品的关税税

率进行调整。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21日对外发布公告，明
确了2024年我国关税调整方案。

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此次调整降低了部分药品、原材料、中间品及零部
件等多种商品进口关税，并对协定税率、本国税目进行调整和优化，有助于保
障人民生命健康，更好满足企业生产和社会发展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明年关税调整有哪些看点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根据公告，2024 年 1 月 1 日起，
我国将对 1010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
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

运用关税杠杆聚焦民生关切，
是此次暂定税率调整的一大着力
点。记者查阅公告附表发现，我国
将对部分治疗癌症、罕见病的药品
和原料等实施零关税，并降低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的进口关税。

具体来看，明年实施零关税的药
品和原料，包括了用于治疗肝部恶性
肿瘤的抗癌药物、用于治疗特发性肺
动脉高压的罕见病药品原料等。

自 2018 年以来，我国先后取消
了第一批和第二批抗癌药、罕见病
药及相关原料的进口关税。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陈伟看来，围
绕人民群众关注、临床需求较多的

药品和原料，我国持续调整进口关
税，有助于更好保障人民健康安全，
更好实现“病有所医”。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可以
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
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
或膳食的特殊需要，有利于保障特
殊人群的生命健康和身体康复。比
如，患有肾病、肝病
等相关疾病的病人
就很需要。”陈伟说。

保障民生：对部分药品和原料等实施零关税

根据公告，2024年，我国还将降低
部分原材料、中间品及零部件进口关
税，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

其中，将降低燃料电池用气体扩
散层、以沼气为燃料的装有点燃式活
塞内燃发动机的发电机组等关键设
备和零部件的进口关税。业内人士
表示，这将更好满足国内生产需要，
加快推进我国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

氯化锂、碳酸钴等资源性商品的
进口关税也将在明年降低。

“此次关税调整力度不小。”在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资
深首席专家黄永和看来，氯化锂、碳

酸钴、粗氢氧化镍钴等商品是新能
源汽车行业的关键原材料，降低关
税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推动
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

根据行业发展需要，明年还将原
来 5个相关的钢铁产品税目，按照性
能指标的不同，进一步细分为 10 个
税目，涉及汽车用钢、船舶用钢等。

税目被称为贸易的“语言”，在加
强进出口管理、落实贸易政策和产业
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业内人士表
示，此次税目进一步细分，有利于促进
我国高端钢铁产品更好参与国际市场
竞争，推动钢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促进创新：多项关税调整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

此次发布的公告明确，根据我国
与有关国家或者地区签署的自由贸
易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2024年将对
20 个协定项下、原产于 30 个国家或
者地区的部分商品实施协定税率。

“可以说，我国对外贸易的‘朋
友圈’越来越大，进一步彰显了我国
推动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中国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
员高凌云说。

其中，中国—尼加拉瓜自由贸
易协定 2024年将实施首次降税。未
来完成最终降税后，双方 95％以上
的税目都将实现零关税。“这有助于
进一步激发双边贸易合作潜力，推
动中尼经贸紧密合作，造福两国人
民。”高凌云说。

2023年，我国还与厄瓜多尔、塞
尔维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后续
将根据协定生效进展情况，及时实
施关税减让，进一步扩大面向全球
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总的看，2024 年我国关税调整
相关安排，将有利于支持稳住外贸
外资基本盘，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有利于推动内生动力持续
增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利于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有利于促进行业转型
升级，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扩大开放：对30个国家或者地区实施协定税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