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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将要崩溃” “中
国经济增速远低于美国” “中国
关键经济数据消失” “上海变成
鬼城” ……近期， 一系列反智反
常、 煞有介事的报道频频出现在
美西方所谓 “严肃” 媒体上， 令
人匪夷所思。

对这些报道稍加梳理， 便可
发现， 此类说辞破绽百出， 了无
新意 ， 都跳不出 “双重标准 ”
“数字游戏” “选择性失明” 和
“虚假叙事” 等美西方抹黑中国
经济的惯常套路。

这些套路的背后， 一方面是
长期的意识形态偏执， 使西方媒
体记者基本丧失了以客观眼光观
察中国经济的能力； 另一方面，
是某些媒体受利益驱动， 通过炒
作抹黑收割流量， 扩大收益。

“双重标准”下的“集体
斜视”

美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经济
时， 一贯采用 “双重标准”， 呈
现 “集体斜视” 症状， 导致报道
常常陷入角度雷同、 持论极端的
窠臼。

在 “双标” 魔怔下， 美西方
媒体长期在 “中国崩溃论 ” 和
“中国威胁论” 之间横跳： 一旦
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调整或阶段
性挑战时， “中国崩溃论” 便活
跃起来； 当中国经济加快恢复或
某些行业取得较快发展时， “中
国威胁论” 便粉墨登场。

近日 ， 部分美西方媒体宣
称， 中国经济放缓正波及亚洲邻
国 。 美国 《华尔街日报 》 报道
称， 日韩等国的经济困境源于中
国经济形势不好； 英国 《金融时
报》 则报道说， 韩国、 澳大利亚
等国经济短期内难以复苏， 是因
为中国经济低迷。

然而， 这些媒体均未提到，
美国以 “脱钩断链” “去风险”
为名， 扰乱全球市场秩序， 阻挠
对华贸易是相关国家遭遇困境的
首要原因； 也没论及， 美西方极
端财政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和贸
易的严重冲击。 此外， 美西方媒
体对美债危机、 美国信用评级遭
下调、 美欧银行业危机等事件均

刻意淡化， 对其全球溢出效应直
接表现为失声失语。

今年以来 ， 美国 《纽约时
报》 等媒体与政客联手， 密集抹
黑中国经济， 一方面称中国经济
增速放缓给全球经济带来 “令人
担忧的风险 ” ， 是 “终极未知
数”； 另一方面声称中国新兴产
业依靠政府补贴获得 “不当竞争
优势 ”。 这种把 “中国崩溃论 ”
和 “中国威胁论” 相提并论的做
法， 根本不顾忌公众对他们的信
任危机。

他们刻意忽略2013年到2021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
献率超过七国集团总和， 以及中
国经济近年来年均增长率远高于
世界经济、 发达经济体的平均
增速等基本事实 。 他们在攻击
中国经济政策时， 对美国推出包
含高额补贴条款的 《通胀削减法
案》 等保护主义措施， 均绝口不
提。

深陷双标思维的美西方媒
体， 不仅对不同主体无法做到一
视同仁， 对同一主体不同时期的
报道， 也无法保持一致， 以至于
经常出现前后 “穿帮” 的状况。

2022年6月 ， 英国 《经济学
人》 报道称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
导致经济 “失去活力”； 半年多
后， 这家媒体又称中国优化调整
防疫政策会扰乱世界经济， 带来
“痛苦副作用”。

可见， 众多美西方所谓 “主
流媒体” 的大量涉华议题设置，
本质上已沦为一遍遍重复 “都是
中国的错” 和 “中国做什么都是
错” 之类的陈旧话术。

玩弄 “数字游戏” 欺骗
公众

美西方媒体往往自诩为专
业、 公正， 喜欢旁征博引数据佐
证观点。 不过， 仔细分析后却会
发现， 其所谓 “专业性” 主要体
现在玩弄 “数字游戏” 方面， 即
用看上去光鲜但不够真实全面的
统计工具为美西方粉饰太平， 用
具有低估效应的统计工具抹黑中
国经济。

一个值得解剖的典型是， 8

月26日 《经济学人》 在杂志封面
报道中说： “（中国） 经济二季
度 年 化 增 长 率 只 有 令 人 失 望
的 3.2%， 而让 （中国 ） 情况看
起来更糟糕的是， 一项重要预期
显 示 美 国 经 济 年 化 增 长 率 近
6%。”

须知， 疫情前的十年间， 美
国经济年均增速仅为2.25%， 如
今怎么可能达到6%？ 而中国经
济3.2%的增速又从何而来？ 《经
济学人》 之所以得出如此违背常
识的论断， 是因为刻意不使用中
国国家统计局二季度经济同比增
长6.3%的数据， 而是根据二季度
环比增幅 0.8% ， 用 “环比折年
率” 的方法， 即假定未来三个季
度保持同样环比增幅， 折合得出
年增长率。 环比折年率得出的数
据显然低于同比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同样使
用环比折年率法衡量美国经济，
那么按年率计算美国二季度经济
增幅是2.1%， 仍然低于中国经济
增幅。 然而， 《经济学人》 偏偏
没有对中美经济数据做同口径估
算。

新华社记者注意到， 这一报
道中所谓 “美国经济年化增长率
近6%” 的说法 ， 来自美国联邦
储备委员会下属亚特兰大联邦储
备银行一个计算模型作出的预
测 ， 其预测值最高时接近 6% 。
亚特兰大联储专门说明， 由于该
模型把第三季度的部分数据也纳
入了计算公式 ， 其预测并不可
靠， 比市场普遍预期平均值高出
一倍以上。

用不具可比性的统计口径，
选择性衡量中外经济数据， 得出
骇人论断后， 再高调炒作。 《经
济学人 》 这套扭曲数据欺骗公
众、 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做派， 实
在跟 “专业” 搭不上边， 只会令
人不齿。

“选择性失明”伴随“习
惯性造谣”

8月30日， 美国商业内幕网
站援引美奇金投资咨询公司发布
的一份报告称 ， 找不到中国水
泥、 玻璃等关键产品近期的生产

数据， 指责中国拒不发布重要经
济指标， 并以此推测中国经济形
势不妙。

这让不少经济分析人士感到
诧异。 因为， 早在8月15日， 中
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数据时， 已详细公开
主要产品产量数据， 其中就包括
水泥、 玻璃等产品的数据。

作为专业市场咨询服务商和
财经媒体， 上述机构是真没看到
这些数据， 还是 “选择性失明”？
人们不得而知 。 然而 ， 对中 国
经济的好消息不报或者少报 ，
动辄造谣带节奏、 制造恐慌， 正
是美西方抹黑中国经济的另一套
路。

譬如， 不少美西方媒体热衷
于报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 却
往往无视国际收支数据。 分析人
士表示， 海关数据存在各国口径
不一、 季节性波动较大的特征，
其可比性和参考价值都不如全球
标准统一的国际收支数据。

美西方媒体对这两项数据厚
此薄彼的深层原因在于， 中国近
年来国际收支数据一直保持基本
稳定， 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也处于合理区间， 不便炒
作， 而海关进出口数据季节性波
动较大， 是唱衰中国经济的理想
材料。

2022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
示， 2022年货物贸易顺差较2021
年增长19%， 凸显中国产业链 、
供应链韧性以及出口新动能的快
速成长； 服务贸易逆差收窄9%，
主要是新兴生产性服务贸易收入
增长。 该报告还指出， 直接投资
仍是境外资本流入的稳定渠道，
国内经济发展前景和广阔的市场
空间继续吸引国际长期资本投
资。 当然， 这些积极数据直接被
美西方媒体无视。

在 “选择性失明” 影响下，
美西方某些 “专业人士” 得出的
结论往往显得一惊一乍、 荒诞可
笑。

《纽约时报 》 专栏作家保
罗·克鲁格曼近日发表文章说 ，
中国经济正处在 “危机的边缘”。
事实上， 他十多年来反复撰文预

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 只是中国
经济不仅没有崩溃， 反而持续向
好发展。

以虚假叙事误导预期
随着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

政策， 美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刻意
营造出这样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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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旦不及所谓 “预期”， 就意味着
中国经济有了大麻烦。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郭生祥认
为， 上述叙事方式是脱离实际和
常识的臆想。 其实质是人为拉高
市场预期， 再以 “不及预期” 的
负面消息打压市场信心， 进而继
续误导预期。

中国英国商会副主席陶克瑞
近期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
示， 中国处在调整防疫政策后的
第一年， 市场各方面指标已经逐
步恢复并向好发展， 而西方国家
从调整防疫政策到经济复苏都经
历了较长过程， 至今困难重重，
外界应对中国经济有信心、 有耐
心。

除先入为主式的报道外， 美
西方媒体虚假叙事还表现在给
“市面” “人气” 等直观反映中
国经济状况的场景加滤镜、 摆拍
照片和公然扯谎。

美国 《新闻周刊》 近日刊登
照片， 显示上海街道空旷， 星巴
克咖啡馆顾客稀少。 在没有核实
的情况下， 这家媒体引用了照片
发布者的评论， 称上海成了 “鬼
城 ” ， “中国 （经济 ） 有麻烦
了”。

这种从虚假证据推导出虚妄
结论的叙事方式 ， 基于 “莫须
有” 的抹黑逻辑， 即或许某些批
评的真实性存疑， 但关于中国经
济的担忧是有依据的。 这充分暴
露了西方媒体抹黑中国经济的反
智本质。

一名香港金融机构高管告诉
新华社记者， 西方媒体炒作中国
经 济 负 面 消 息 的 手 法 过 于 浮
夸 ， 一味渲染恐慌氛围 ， 毫不
顾及基本面， “令人越来越感到
失望”。 据新华社

虚假叙事 误导预期
———起底美西方抹黑中国经济的惯用套路

澳大利亚再引入濒危袋食蚁兽项目取得进展中国农业技术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棉农增产增收
“我们引进了中国的棉花品

种。 这些品种比我国品种产量更
高、 成熟更早。 而且， 我们的棉
田属于盐碱地、 低产地， 但我们
用中国滴灌技术和棉种在第一年
就获得了好收成。” 乌兹别克斯
坦棉农舍尔佐德·多纳耶夫兴奋
地告诉新华社记者。

多纳耶夫家住乌南部卡什卡
达里亚州卡桑区古瓦拉克村， 从
2020年开始接受中国科学院新疆
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专家们的指
导， 成为村里尝试中国棉花种植
技术的第一人。

多纳耶夫日前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中国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
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包括农 业 在
内 的 各 个 领 域 ， 很 多 技 术 都
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农业发展有重
要 参 考 价 值 ， 中 国 的 膜 下 滴
灌 技 术就已经在水资源短缺的
乌兹别克斯坦棉田成功应用。 当
地棉农通过咨询中国专家、 学习

使 用 中 国 滴 灌 技 术 和 设 备 ，
不 仅 节约了成本 ， 而且提高了
产量。

“这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棉农
来说非常重要， 我一直有兴趣研
究中国种植棉花的经验， 并在乌
兹别克斯坦本地推广。” 多纳耶
夫说。

他回忆道， 2020年他在自家
棉田播下了比本地品种早成熟15
天的中国棉花品种， 从中国进口
了膜下滴灌所需的所有设备， 用
来灌溉他这7公顷属于盐碱地 、
低产地的棉田 。 参与 “一带一
路” 合作项目的中方农业专家帮
助他安装设备 ， 并提供咨询服
务。

引入中国农业技术后， 多纳
耶夫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以
往他的棉田平均每公顷产量为
2000至 2500公斤 ， 如今增加到
4500公斤左右。 同时， 他为棉田
投入的劳动力、 水、 化肥等成本

也大幅下降。 以往棉田需要3人
劳作， 现在只需1人， 每公顷需
要的肥料从800公斤减少到400公
斤。

近三年来， 多纳耶夫的收入
不断增长， 家庭生活水平也逐年
提高。 “过去两年我彻底装修了
房子， 还买了一辆新车。”

多纳耶夫说： “在使用中国
农业技术的过程中， 我们与中国
专家也加深了交往， 他们非常勤
劳、 诚实， 并且随时准备提供帮
助。”

“棉农 （对中国技术） 的兴
趣每年都在增加。 很多外地农民
过来学习种植经验。 今年我们的
目标是每公顷收获至少 5000公
斤 ， 明年将进一步扩大播种面
积。” 多纳耶夫说。 “在水资源
短缺问题逐年加剧的情况下 ，
使 用中国技术的意义更加重大
了。”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一个濒
危物种袋食蚁兽再引入项目取得
了进展。 研究人员近日在南澳大
利亚州的艾尔半岛放归区域内发
现了4只新增幼兽， 他们推测可
能还有更多幼兽未被发现。

再引入又称为野放， 是指经
过科学评估后把物种重新放回大
自然的一种拯救性保护措施 ，
旨 在恢复和扩大其野外生存种
群。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18
日报道， 去年11月至12月， 总部
位于南澳大利亚州的生态咨询公
司 “生态地平线” 的研究人员将
16只袋食蚁兽放归到该州南部艾
尔半岛的一处围场内。 为防止野
猫和狐狸等动物进入， 放归区域
被栅栏围护起来。

今年9月初， 研究人员在一
只被放归的雌性袋食蚁兽的洞穴
附近发现了4只幼兽。 “生态地
平线” 公司生态学家凯瑟琳·莫

斯比说： “我们通过其中一只雌
性袋食蚁兽洞穴外的相机发现了
4只幼兽， 这真的很令人兴奋。”

莫斯比说， 这是自去年年底
袋食蚁兽被放归后第一次繁殖，
可能还有更多幼兽没有被拍摄
到 。 当袋食蚁兽育有幼崽时 ，
“它们真的很神秘， 它们把幼崽
放在洞穴里， 然后把洞穴入口隐
藏起来， 所以很难找到它们 （幼
崽）”。

袋食蚁兽是一种主要以白蚁
为食的小型有袋类动物， 也是有
袋类动物中仅有的两种昼行性动
物 之 一 。 成 年 袋 食 蚁 兽 体 重
约 400克， 背部有独特的条纹图
案。 目前， 野生袋食蚁兽仅存在
于西澳大利亚州西南部的两个地
区。

莫斯比表示， 研究团队下一
步将寻找合适时机把这些袋食蚁
兽转移到围栏保护区外， 让它们
进入更广阔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