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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资22亿美元在波兰建厂？
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再传出海

苹果公司27日表示，由于新冠
肺炎病例飙升，已关闭纽约市所有
线下门店，包括所有大型旗舰店。

路透社报道，27日，苹果公司
发表声明称，由于奥密克戎毒株在
美国快速传播，苹果决定暂时关闭
位于纽约市的全部7家门店。

此前，由于疫情严峻，苹果公
司19日宣布，临时关闭位于加州的
所有 53家零售门店。这也是自今
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以
来，苹果公司最大规模的一次关店
行动。至于门店何时重开，苹果方
面没有公布具体日期。

苹果公司发言人通过电子邮
件对CNBC表示，“我们采取这一
步是非常谨慎的，同时密切关注当
前情况，也期待着我们的团队和客

户尽快回归。”这位发言人同时表
示，消费者可以在公司官网上查找
商店信息、购买公司产品等。

此外，英国政府 19日也宣布，
将部分地区的疫情防控级别提升
至新增的第四级，实施大范围“禁
足”措施，以遏制病毒快速传播。
受此影响，苹果公司决定，相关地
区的16家苹果零售门店临时关闭。

值得注意的是，苹果的股价近
2个月来却表现亮眼。从10月初到
目前，苹果的股价上涨了 30%。截
至 28日收盘，苹果收涨 2.3%，突破
12月10日收盘位，刷新收盘历史高
位至 180.33美元，一夜增加 664亿
美元。最新总市值 29585.66 亿美
元。

韩媒最新消息指，韩国计划
于明年 4月申请加入《跨太平洋
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

韩联社 27日报道，韩国副总
理兼企划财政部长洪楠基当日主
持对外经济安全战略会议时透露
了 韩 国 在 明 年 4 月 申 请 加 入
CPTPP的计划。

洪楠基说，韩方将为此加紧
听取各界意见并进行讨论。有关
部门工作组将讨论加入CPTPP给
敏感领域带来的影响及补救措
施，并与明年CPTPP主席国新加
坡、副主席国墨西哥和新西兰等
成员国进行非官方磋商。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报

道，CPTPP的前身是有美方参与
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美国在前任总统特朗普
上台时提出“美国优先”政策后
退出 TPP，余下 11 国包括加拿
大、澳大利亚、文莱、智利、日
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
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达成了
CPTPP。

这份协定在 2018年完成签署
后，涵盖 4.98亿人口，签署国的
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的13%。

英国脱欧后于去年寻求加入
CPTPP，大陆和台湾也在今年分
别宣布寻求加入。

另据韩联社此前报道，全球

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RCEP） 将于明年 2 月 1 日对韩
国正式生效。

据大陆央视等媒体此前报
道，今年 11月，RCEP保管机构
东盟秘书处宣布文莱、柬埔寨、
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等 6
个东盟成员和中国、日本、新西
兰、澳大利亚等 4个非东盟成员
已向东盟秘书长正式提交核准
书，达到协定生效门槛，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对上述十国开始
生效。

临近年底，预测2022年经济状
况的声音开始涌现。英国一家智
库近日做出最新预测称，全球经济
规模将于 2022 年第一次突破 100
万亿美元大关。各大经济体未来
排名，也将随着各自的经济增速频
频改换。其中，中国或于2030年超
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印度
也将在未来“超法赶英”，最终跻身
前三甲。

通胀和供应链仍困扰全球
北京《环球时报》报道，总部位

于伦敦的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
究中心（CEBR）在 26日发布的《全
球经济排行榜》中预测，全球经济
将在 2022 年首次突破 100 万亿美
元，而该智库 2020 年的预测是到

2024年全球的经济规模才达到这
一整数大关，最近的预测比之前提
前了两年。

根据CEBR官网介绍，该智库
从 2009年开始发布年度全球经济
排行榜，以现行美元汇率计算全球
190个经济体当年的GDP，并预测
每个国家未来 15 年的 GDP、通货
膨胀等。

报告维持去年的观点，认为某
种程度上全球将较快度过新冠疫
情，年底出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提示疫情仍没有结束，但是随着疫
苗接种的普及，人群的免疫力大大
提升，因此各国可以减少对经济活
动的限制，经济受到疫情的负面影
响要较之前减少。

报告预测 2021年全球经济增
长 5.5%，略高于去年 5.3%的增长
率。报告对 2022年的经济增长态
势持乐观态度，并把增长率从一年
前的 3.4%大幅调升到 4.2%。但报
告认为通胀和供应链问题仍在困
扰着全球经济未来的表现。

彭博社报道，CEBR副主席道
格拉斯·麦克威廉姆斯表示：“21世
纪 20年代的重要问题是世界经济
如何应对通胀。我们希望，对农业
进行相对有限的调整将使非暂时
性因素得到控制。否则，世界将需
要为 2023年或 2024年的衰退做好
准备。”

中国将于2030年超越美国？
这份《全球经济排行榜》引人

关注的一则预测是中美排名易位
的时间点。CEBR在最新的报告中
预测，中国将在 2030年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这一优势将
一直持续到 2036年。去年该机构
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28年超越美
国，最新的预测则将这一时间推迟
了两年，据称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增
长速度预期比之前有所加快。不
过，这一时点仍然比疫情之前该机
构的预测提前了3年。

报告认为，中国疫情后经济复
苏速度早于任何其他国家，这也使
得中国经济在2020年增长2.3%，相
比之下，全球经济下降了 3.2%。报
告肯定了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预
测中国 2021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7.8%。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

平表示，基于目前中美两国的经济
增速进行预测，未来中国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是符合预
期的。至于超越的时间是2028年、
2030年还是2033年，不同机构的预
测也不相同。

印度2022年“超法赶英”
CEBR 这份全球经济排行榜

中，各大经济体未来15年排名的变
化也引起关注。报告预测，印度
GDP 将在 2022 年超越法国，然后
在2023年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六
大经济体，2036年将成为第三大经
济体。

报告认为，印度落后的基础设
施同时也意味着该领域投资拥有
巨大的潜力，并将带动经济的增
长。而印度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
一增长点，开始推出一系列的措
施，通过政府投资或者其他方式的
投资计划来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部主
任钱峰分析称，印度庞大的经济体
量假以时日“超法赶英”是没有问
题的。钱峰解释说，印度经济总量
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各大主流国
际机构都曾给出预测，以印度的经
济体量和目前的增速，随着其经济
潜力的进一步激发，印度经济全球
的排名会不断前进，未来超过德国
和日本，挺进全球前三甲的概率都
非常大。

英国智库：世界经济规模“明年破100万亿美元”

18日，一艘货轮停靠在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当日，天津港年
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2000万标准箱，创历史新高。

10月8日，一名骑行者经过比利时布鲁
塞尔欧盟委员会总部大厦。

继今年 10月被传来美建厂之
后，近日，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
又传将赴波兰投资设厂。

宁德时代对在波兰设厂“不予
置评”

北京《证券日报》23日援引波
兰《商业脉动报》（Puls Biznesu）的
报道称，为了向德国出售电池产
品，宁德时代计划在波兰投资20亿
欧元（约合 22.67 亿美元）建设工
厂。报道称，宁德时代已经考察了
波 兰 西 部 的 Jawor、Gorzow
Wielkopolski 等城镇。对此，宁德
时代表示，“不予置评”。

事实上，这已不是宁德时代第
一次被传出海建厂消息。在今年
10 月 ，美 国 电 动 汽 车 制 造 商
Electric Last Mile Solutions（以
下简称 ELMS）宣布与宁德时代签
署电池供应协议。彼时就有消息
称，双方考虑在美国合作建造一家
电池工厂，以实现本土化生产。而

该消息也未获得宁德时代正面回
应。

宁德时代官网显示，公司成立
于2011年，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锂电
池生产商之一。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在深交所创业板 A 股上
市。截至 11月 22日，宁德时代市
值高达逾1.4万亿元人民币。

德国工厂是唯一“官宣”的海
外工厂

目前，宁德时代德国工厂是唯
一“官宣”的海外工厂。2018年，宁
德时代与德国图林根州州政府签
署投资协议，拟投资 2.4亿欧元（约
2.72亿美元）在图林根州埃尔福特
市设立电池生产基地及智能制造
技术研发中心。该电池生产基地
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的研发与生
产，将分两期建设，计划于 2021年
投产，2022 年达产后形成 14GWh
的产能。

不过彼时，宁德时代主要针对

向宝马汽车为主的欧洲车企客户
提供服务。业内人士认为，眼下特
斯拉的柏林工厂投产在即，年产60
万辆汽车的目标将对电池供应提
出更迫切需求。

分析师：宁德时代有可能在波
兰建厂

行业分析师墨柯表示，理论上
看，宁德时代在波兰建设工厂是有
可能的。宁德时代在全球的竞争
对手 LG 化学已在波兰投建电池
厂，另一方面波兰是投资欧洲市场
一个优选，相比德国更具低成本优
势。

数据显示，2021 年 1 月份至 6
月份，中国锂离子电池出口额达到
114.69 亿美元，同比增长 83.31%；
出口数量达到 13.92 亿个，同比增
长66.49%。根据SNE Research的
预测，到 2023年，全球电动汽车对
动力电池的需求达 406GWh，而动
力电池供应预计为 335GWh，缺口

约 18%；到 2025 年，这一缺口将扩
大到约40%。

面对全球动力电池的强劲需

求，中国电池企业加快了出海的脚
步。今年以来包括国轩高科等中
国电池厂都已落子欧洲。

因新冠病例飙升

苹果关闭纽约市所有线下门店 韩国明年4月申请加入CPTPP
将进行非官方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