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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看
好
中
国
经
济
的
四
大
理
由

中国经济第三季度
增长数据近日引发国际
舆论热议。 尽管不乏忧
虑之声，但看主流，观大
势， 更多海外观察家并
未被舆论中的“逆风”所
干扰， 他们对中国经济
的信心未变， 而这种信
心主要建立在四方面判
断之上。

理由一：动力
转换加速

新加坡大华银行经
济师全德健说， 从最新
数据可见， 通常被市场
忽略的服务业， 在中国
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日益重要。 美国智库布
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杜大伟告诉新华社记
者， 中国三季度

ＧＤＰ

数
据的亮点是服务业和消
费继续增长良好。

彭博社亚洲经济学
家欧乐鹰和陈世渊在一
份研究报告中说， 由于
富有活力的服务业部分
抵消了股市下跌和工业
增长疲软的影响， 中国
第三季度经济增速放缓
好于预期。 过去几个月
的强劲信贷增长为稳定
短期经济增长奠定了基
础。

美国金瑞基金首席
投资官布伦丹·埃亨对
新华社记者说， 中国经
济在转型升级中， 经济
结构正在发生转变，内
需已悄然成为拉动经济
的新动力新引擎。如今，

中国内需占
ＧＤＰ

的
４８％

左右， 中国零售业数据
向好凸显出内需的巨大
潜力， 并将带动中国经
济未来的增长。“我对中
国经济前景十分乐观，”

埃亨说。

《华盛顿邮报》文章
注意到，中国的工资和可支配收入上升，消费也
在上升。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由于基数效
应，现在中国经济即使年均增长

５％

，其增量也
大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４％

的增量。

《日本经济新闻》

２０

日发表社论称，过去
３

年

中国经济实现了可持续增长， 其政策效果还会
进一步显现。

理由二：结构调整坚定
国际观察家认为， 中国经济现在更加重视

发展质量，而非总量。《纽约时报》称，中国更关
心的是经济增长的构成，而不只是速度，当前的
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黄金时期”。

前不久的汇率中间价调整就让外界看到了中国
改革的决心。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纽卡斯尔商学院终身讲
习教授熊榆告诉新华社记者， 在中国目前深化
改革引起重大产业结构调整情况下， 还能有如
此强劲的表现实属不易。

美国前财长盖特纳日前说， 中国开始进入
艰难的过渡期，某种程度的经济减速不可避免，

但推行经济结构改革的目的是追求均衡发展、

夯实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基础。

分析人士称， 结构调整与改革从来不会一
帆风顺，其间会有坎坷挑战，但毫无疑问，中国
有着持续改革的决心与行动。

理由三：改革创新驱动
海外人士注意到， 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

发展的持续动力。“互联网
＋

”、“双创”、“中国制
造
２０２５

”等一系列新提法，让外界看到中国吹响
了新一轮改革创新的号角。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罗尼·林斯
告诉新华社记者， 与其他经济体相比，

６．９％

的
增长率已经“十分抢眼”。中国保持经济良性
发展的关键，在于改变发展模式，以创新引领
发展。

英国
ＢＢＣ

的一篇报道认为，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 会推动中国实现从产品代工向品牌塑造
的跃升。《南华早报》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已经
是世界经济的领跑者，而不只是世界工厂。

理由四：世界经济引擎
中国经济连续数年发挥了世界经济最重要

增长引擎的作用， 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成
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增长动力之源。 中国经济的
稳健增长对世界经济复苏、 全球金融稳定都有
着巨大的积极影响。熊榆说，在当今世界经济低
迷的情况下， 中国经济创造的绝对值增长仍居
世界前列。

新加坡《联合早报》

２０

日文章指出，第三季
度中国经济增速虽然“破七”，但好于市场预期，

因此最新数据相信有助消除外界对中国经济面
临硬着陆风险的担忧。

新加坡华侨银行经济师谢栋铭说， 预料年
内中国仍将出台更多扶持经济增长的政策，因
此，今年经济增长

７％

左右的目标将会实现。

（新华社记者：刘丽娜、高攀、马玉洁、邓茜、

孙鸥梦、许缘、乐绍延、陈威华、赵焱）

（新华社北京
１０

月
２１

日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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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产业悄然“跨界”：

老去的你将如何受益？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银发浪潮” 滚滚
袭来，中国老龄人口已经超过

２

亿人，预计到
２０５５

年，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
３５％

。

这是一个悄然发生的变化： 自国务院
２０１３

年
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后，

养老产业与信息技术、休闲旅游、金融、房地产等
领域的跨界融合趋势愈发明显。从线下到线上、从
日间照料到休闲旅游……一条更为完整的养老产
业生态链正逐步构建成型。

“养老
＋

互联网”：

养老服务“ 供应商”的崛起
每天上午

９

时，江西南昌信息化养老服务中心
都会向千余名“空巢老人”发送“健康点到”信息。

收到指令的老人按下专用老人机上的绿色键就能
给便捷的系统“报平安”；而未进行信息反馈的老
人， 中心将在第一时间内通知其所在社区工作人
员或家属上门探望，以防不测。

随着“互联网
＋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
供应商开始注重线上应用的开发。

２０１４

年初，上海
唯创集团创立了“幸福

９

号”市场化养老模式。其亮
点在于搭建了一个网上商城平台， 并将其与线下
的老人乐园、居家养老服务店进行“虚实挂钩”，让
老年人成为互联网购物的新生力量， 同时也使居
家养老的便捷性显著提升。

“通过市场调查，我们发现老年人远离网上购
物的主要原因在于‘没人教’。” 唯创集团负责人
说，老年人常常成为被新生活、新技术忽略的一个
群体，需要引起更多社会关注。

不久前，一项居家养老
Ｏ２Ｏ

平台“陪爸妈”完成
了千万级人民币的战略投资。 这是一个专注提供
养老陪护服务的产品，在养老陪护方面采用“邻里
守望”的制度，利用移动互联网

Ｏ２Ｏ

模式，集合社区
附近的年轻人、低龄老人、专业人士，为有需要的
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普亲集团主要从事失能失智老人的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董事长唐文湘认为，过去的小型社区养老难
以盈利，而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如通过可穿戴设
备获得老人的生命数据，再利用机构平台提供服务支
撑，把居家养老融合进去，就能具备盈利能力。

“养老
＋

精神文化”：

那些你想不到的养老模式
从孩子去外地工作起，

６０

岁南昌市民张阿姨

就开始和“老伙伴们”去市内各大养老院“踩点”。

说起对养老院的要求，张阿姨一口气报出一大串：

“要有人气；护工的素质要好；要树多，最好还有个
湖……更重要的是，要让我有度假的感觉。”

“挑剔”的老年人不在少数。随着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老年人的需求正趋于多元化。“养老”不
仅仅满足于基本的衣食住行和医疗护理， 老年人
有了更多精神文化、心理咨询、社会活动、自我实
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

江苏东方惠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念起了“旅
游经”，通过互联网实现“一地有房，全国有房”的
异地循环养老。与普通的异地养老不同，老人们不
需要在异地买房，没有行色匆匆，不会舟车劳顿，

最短
１５

天、最长
３

个月，老人可住在连锁养老机构
里，悠闲地享受生活。

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董事长袁云犁告
诉记者， 他们计划引入仿生宠物和机器人来为老
年人提供陪伴服务， 这类服务能够给老年人提供
精神陪护、健康管理，增加生活的趣味性，将一定
程度上缓解老年人的孤寂感。

位于江西景德镇的恩源老年颐养中心致力于
打造集养老、保健、老年陶瓷艺术创作、娱乐于一
体的智能型疗养活动中心，实行瓷养结合、以瓷养
院， 让老年人在安享晚年的同时感受到浓厚的传
统文化氛围。

“养老
＋

社会资本”：

催化的不仅是规模
位于长沙的湖南康乃馨国际老年生活示范城

占地面积
３５０

亩， 是当地最大的养老社区项目。湖
南康乃馨集团总经理谢理轩介绍说， 康乃馨今后
的发展方向，是将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小微机构
养老融于一体，计划用

５

年时间开设
３０００

家左右养
老服务连锁机构。

今年
８

月，康乃馨公司与湖南健康养老产业投
资基金达成战略投资意向， 基金有望为这家公司
的快速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据了解，湖南健康养老
产业投资基金第一期规模为

１５

亿元， 其中中央财
政引导资金投入

３

亿元，湖南高新创投集团以及银
行、保险、券商等社会资本出资

１２

亿元。

在政策日益明晰和落地的背景下， 社会资本
参与社区居家养老的积极性正在提高。 有观点认
为，养老服务业已进入“资本

＋

”时代，社会资本正
在成为养老服务业创新和变革的“催化剂”。

房地产业巨头进军养老服务业， 是养老和资
本融合的一大模式。近年来，保利、万科、绿地等大

型房地产企业以及一些地方房企都在大举进军养
老产业，在各大城市拿地拿项目，以此作为房地产
行业转型发展的重要选择。

相比于之前养老地产项目盲目走高端化、大
型化的模式，导致后期出现“养老空城”现象，如
今， 多数房地产企业， 认识到养老地产不能再走
“卖房子”的老路，开始重视新社区的养老设施配
套和老旧社区的适老化改造。

保险公司也开始介入养老产业， 实现养老服
务和保险产品之间的嫁接。合众人寿提出了“买合
众保险，住养老社区”的全新养老保险产品形态，

保险客户购买了合众养老产品， 就可提前锁定年
老后入住养老社区的权利，享受“居住在家中、生
活在社区、服务于机构”的退休生活。

（新华社长沙
１０

月
２1

日电）

□生活观察

□

新华社记者袁慧晶白田田

整合 新华社发徐俊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