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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个月我国吸收外资同比增长17.3%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针对美方近日出台

《芯片和科学法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18日

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将继续关注法案的

实施情况，必要时采取有力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在当天举行的商务部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束珏婷强调，美方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对美本土

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和税收优惠，是典型的差异

化产业扶持政策。其中部分条款限制有关企业在华

正常经贸与投资活动，具有明显的歧视性，严重违背

了市场规律和国际经贸规则，将对全球半导体供应

链造成扭曲，对国际贸易造成扰乱。

商务部回应美出台“芯片法案”：

必要时采取有力措施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综合新华社电 记者 18 日从商务部获

悉，2022年 1至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7983.3 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17.3%（下同），折合1239.2亿美元，增长21.5%。

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989.2亿元人民币，增长10%。高技术产业实

际使用外资增长32.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

长33%，高技术服务业增长31.8%。

从来源地看，韩国、美国、日本、德国实际

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44.5%、36.3%、26.9%和

23.5%（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

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 15.2%、30%和

41.2%。

据悉，2022年5月起，根据新修订的《外

商投资统计调查制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

包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的全口径数据，同

比为不含上述领域的可比口径。

此外记者还从商务部获悉，今年1至7月，

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242.8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4.4%（折合650.6亿美元，同比增

长3.6%）。

1至7月，在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中，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23.8亿美元，同比

增长24.5%；流向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建筑

业等领域的投资均呈增长态势。同期我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8.7

亿美元，同比增长5.1%，占同期总额的18.2%。

数据还显示，1至7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

完成营业额 5302.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4%（折合813.1亿美元，同比增长3.6%）；新签

合同额7417.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7%（折合

1137.5亿美元，同比下降7.7%）。同期我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441.4亿美元，新签合同额572.7亿美元，分别

占同期总额的54.3%和50.4%。

美国总统拜登16日签署《通胀削减法案》，声

称这项涉及医疗保障、清洁能源、税收等内容的法

案能缓解通胀、削减赤字。

但美国批评人士认为，这一法案只是盯着短

期选举利益，抑制通胀实际效果非常有限。而且

法案计划新增投资约4370亿美元，如此继续“放水

撒钱”的举动反而可能进一步推高美国国内通胀，

并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更大风险。

重新包装为选举

拜登在法案签署仪式上声称，《通胀削减法

案》“将给美国带来进步和繁荣”，将在未来十年内

削减约3000亿美元联邦赤字并创造约7400亿美

元财政收入。

然而，一些美国专家和媒体指出，该法案名为

“削减通胀”，实际却与应对通胀无关，只不过是对

拜登政府去年提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

《重建更好未来计划》的重新包装。

当时，《重建更好未来计划》不仅遭到共和党

议员反对，就连民主党内也有关键议员因担忧政

府继续“放水撒钱”会让通胀恶化予以反对。今年

7月下旬，民主党内达成一致，将这一法案“缩水瘦

身”后重新包装成如今的《通胀削减法案》。法案8

月初在国会两院通过。

美国时政评论人士斯蒂芬·米勒在《华盛顿观

察家报》网站撰文指出，白宫、民主党人以及一些

媒体“玩文字游戏”，费尽心思包装和宣传《通胀削

减法案》，目的是在中期选举前提振民主党选情。

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举行，目前民主党选

情不容乐观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拜登政府应对通

胀不力。今年 3 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同比涨幅一直维持在超过8%的高位，民众对

此颇有怨气。

法国《回声报》网站文章指出，距离中期选举

只有三个月，白宫和民主党希望将这一法案当成

工具和政治赌注。

政策目标难实现

尽管拜登强调新法案对增加财政收入和削减

通胀的积极作用，但不少美国经济学家认为，法案

不会对通胀产生实质性影响。据宾夕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预算模型估算，该法案会在未来几年

将通胀降低约0.1个百分点，“这在统计上几乎与零

没有区别”。

新法案的重点内容包括：美国联邦政府计划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约3690亿美

元；在医疗保障领域投入约640亿美元；对部分大

企业征收15%最低税。但美国舆论对此出现不少

质疑之声，认为法案在这些领域的政策目标难以

实现。

在清洁能源领域，为争取部分有化石燃料行

业利益集团背景的国会议员支持，法案中包含了

一些有利于该行业的措施，如允许对联邦土地和

水域进行拍卖以便开采化石燃料等。

在医疗保障领域，法案中旨在降低处方药价

格的联邦政府与药企谈判制度被指适用范围过窄

且生效时间过晚。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批

评，该法案在医疗保障领域给予民众的福利不够，

忽视了没有享受联邦医疗保险的大多数美国人。

在企业税问题上，有分析指出，提升最低企业

税不仅难以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还可能将多出的

税负通过更高价格和更低工资转嫁给消费者和劳

动者。

继续“放水”害全球

对于美国目前严重的通胀问题，不少经济学

家指出，这是美国政府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和超

宽松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恶果。

自2020年3月以来，美联储为应对疫情暴发

后的经济困境推出了一系列超常规量化宽松货币

政策。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推出多轮大规模财政

刺激计划，包括前总统特朗普政府约2.3万亿美元

的一揽子支出法案、拜登政府1.9万亿美元“美国救

助计划”等。过去两年的财政刺激力度超过2008

年金融危机时期。这些举动都为美国当前的通胀

问题埋下了伏笔。

由于美元占据的霸权地位，美国上述做法的

不良后果并不仅限于其国内。全球经济已经感受

到美国“大放水”的冲击，许多国家也面临严重通

胀问题。不仅如此，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国还滥

用经济制裁“大棒”，扰乱全球供应链，进一步加剧

了世界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

面对自身和全球通胀问题，美国不仅没有吸

取教训，反而在《通胀削减法案》中继续“放水撒

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

道等美国主流媒体都不约而同将该法案称为“大

规模新开支法案”。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刊文说，《通胀削减法

案》是拜登政府去年推出的疯狂开支政策的重演，

而这些政策已经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乱局。巴西圣

保罗州立大学经济与国际研究所主任马科斯·皮

雷斯认为，美国采取的单边经济金融措施一直存

在影响世界经济的风险。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

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雅罗斯拉夫·利索沃利克

说，美元在全球结算中仍然发挥主导作用，美国

“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其政策必须考虑世界经济的

利益”。 新华社华盛顿8月17日电

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
2022世界机器人博览会8月 18

日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博览会设置 3 大展区，有

130余家机器人企业及科研机构

参展。

本届博览会共有 500 余件

展品亮相，30余款新品将在博览

会现场集中发布，围绕全产业链

上下游机器人技术创新成果及

应用场景，集中展示机器人先进

技术和产品。

相比上届，本届博览会创新

推出“机器人+应用场景”的展览

新模式，策划了“机器人+医疗”

“机器人+物流”“机器人+农业”

等专区，汇聚各类场景下的前沿

机器人产品，如极寒适应型变电

站巡检机器人、苹果采摘机器

人、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等。

2022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

赛也同期举办，大赛下设共融机

器人挑战赛、BCI脑控机器人大

赛、机器人应用大赛、青少年机

器人设计大赛等4大赛事。

2022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在北京举办

8月18日，参观者在2022世界机器人博览会上拍摄一款水下仿生机器人。新华社发

国际观察

美国缓解通胀法案将祸害全球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民航局航空安全办

公室主任朱涛18日介绍，7月份，我国民航运输生产

总体继续保持恢复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68亿吨公里，环比增长27.5%。

朱涛在当日举行的民航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7月份，旅客运输规模连续三个月回升，全行

业 完 成 旅 客 运 输 量 3399.6 万 人 次 ，环 比 增 长

54.5%；行业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

量 分 别 相 当 于 2019 年 同 期 的 60.0% 、57.3% 和

87.4%。运行保障方面，7 月份共保障各类飞行

36.3万班，日均11712班，环比增长33.5%，全国航班

正常率为89.1%。

航空货运方面，民航局运输司司长梁楠说，今年

以来，从主要生产指标看，我国货运航班量依然保持

高位运行，特别是国际货运航班量同比实现正增

长。1月至7月，全行业共保障货运航班16.3万班，其

中国际货运航班11.7万班，同比增长1.8%。

梁楠表示，海南本轮疫情发生后，民航局第一

时间启动重大运输保障机制，派出工作组赶赴海

南，组织民航各保障单位迅速形成合力，做好航空

运输保障。截至 8 月 17 日，民航累计执行援海南

医疗卫生人员、防疫物资运输任务 141 架次，运输

医疗卫生人员18574人、物资622.2吨，累计保障滞

留旅客转运临时航班和商业航班620架次，转运旅

客90716人。

7月民航运输总周转量
恢复至2019年同期6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