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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经济

推动新一轮世界贸易大发展

本版编辑 毛 铁 周 剑 李红光

□ 陈 建

本报讯 记者顾金俊报道：据韩
国资本市场研究院日前公布的报告显
示，韩国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
司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走出去”的步伐并未放缓。在过去近
5 年时间里，韩国金融机构在国外的
经营规模明显扩大。

截至今年6月，韩国金融机构已在36
个国家或地区共开设业务点363个。过去
几年间，韩国金融机构在国外的经营网络
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展。2009 年，韩国银
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在国外开设的各
种业务点分别为132个、80个和71个，而
到今年6月分别增加到146个、89个和81
个，增幅均超过10%。

统计显示，尽管韩国金融机构在国外的

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但其业务偏重于亚洲的
特点没有改变。截至今年6月，这些金融机
构在亚洲地区设立的业务网点为245个，占
全部国外网点的比例高达 67.5%，相较
2009年的67.1%并无多大改观。

报告也指出，尽管韩国金融机构的国
外网点不断增加，但经营效益却未有明显
改善。据大韩商工会议所今年上半年的
调查，38.7%的金融机构称其海外部门的
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足 1%，只有
2.8%的机构称其海外部门的营业收入已
经超总收入的10%。分析称，造成韩国金
融机构海外营收低的原因包括，各机构在
海外经营的资产规模仍然比较小，对所在
国的法律法规不够熟悉。另外，市场信息
不足以及专门人才缺乏也是制约因素。

韩国金融机构大步“走出去”

在世界贸易组织 9 日举行的总理事会特别会

议上，新任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发表了就职

演说。展望其未来 4 年任期，由于“世贸组织和

多边贸易体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阿

泽维多无疑重任在肩。国际社会普遍希望，阿泽

维多能够带领世贸组织积极推进多哈回合谈判，

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新一轮世界贸易

大发展。

多哈回合谈判启动 12 年来，世贸组织发达

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举行过多次会议和磋商，但一

直未能消除在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这两大关

键领域存在的严重分歧，即便将原来设定议题缩

小到各方可以接受范围的“早期收获”协议也面

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

债危机接踵而至，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部分发达

经济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对自认为“不公平”

和“不合理”的贸易活动动辄采取单边贸易制

裁，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则被迫酝酿贸易反制措

施。受诸多消极因素影响，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停

滞不前，多边贸易体制建设步履维艰，世贸组织

甚至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这就愈发要求阿泽

维多在其任内，必须带领世贸组织至少在以下几

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是积极推动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自由、开

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作为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是推进全球贸易

自由化的主渠道，是任何区域和双边协定都无法

替代的。世贸组织应大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促

进全球贸易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强在贸

易政策监督、贸易争端解决方面的作用，减少和

消除保护主义对全球贸易秩序的干扰和破坏，为

经济全球化提供贸易领域的机制性保障。

二是积极推动区域和双边贸易安排秉持开

放、包容、透明原则。任何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

如果不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都将严重影响全球

贸易体系的完整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区域贸易

安排如果一味单方面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和

体系，结果只会削弱全球贸易体系的有效性。世

贸组织应推动区域和双边贸易安排成为多边贸易

体制的有益补充，对多边贸易规则起到补充和促

进作用，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

化。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

易安排共同发展，不仅有利于相关成员的经济发

展，也有助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

三是积极推动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和应用。

全球价值链的研究立足于增加值统计法，有助于

更准确地反映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现状，更准确

地监测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有助于恰当评价汇

率对国际贸易的作用和影响，科学评估贸易失衡

问题，体现尊重自由贸易的精神实质；有助于各

国更好地认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增值、

获益情况，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促进经济增长

和社会发展。因此，世贸组织应继续加强对全球

价值链的研究和推广，使其早日得到国际公认和

普遍采用。

作为全球最大的政府间经济贸易机构，世贸

组织被称为“经济联合国”，在全球经济与贸易

的合作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前

多边贸易体制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国

际社会期望世贸组织在阿泽维多的带领下展现出

应有的担当，尽快重启全球贸易谈判，促进全球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

济，迎接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到来。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尔马兹别克·
阿坦巴耶夫近日在总统官邸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2002 年吉中签署睦邻友好合作
条约，两国间不存在任何分歧，我们将继
续致力于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并
强化双边关系。

阿坦巴耶夫说，吉尔吉斯斯坦独立
后，吉中两国关系获得全新发展。“这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吉尔吉斯斯坦进
行首次国事访问，我将与习近平主席举
行首次会晤。我期待同习主席的相识。”

阿坦巴耶夫表示，习主席访吉期间，
双方将全面探讨吉中关系发展前景，为
合作发展作出新的规划，造福两国人
民。相信此访必将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崭
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他
说，今年吉尔吉斯斯坦开始实施国家稳
定发展战略，这是未来一个阶段吉国家
发展和建设的路线图，在这个战略文件
中赋予吉中合作特别重要的意义。

阿坦巴耶夫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
中国梦，其中包含中国同周边国家，特别
是同包括吉在内的中亚国家发展和谐的
睦邻友好关系。在此背景下，习主席对

吉进行国事访问，实现双边关系战略升
级，是不断巩固和发展吉中关系的重大
举措，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阿坦巴耶夫说，作为中国的好邻居，
吉方对中国经济发展感到高兴，并由衷
希望同中国发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因为
中国的发展为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
周边国家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他强
调，吉尔吉斯斯坦应保持并不断深化同
伟大邻国中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谈及上海合作组织和即将在比什凯
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阿坦巴耶夫表
示，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发展，上合组织已
成为最具影响力和合作前景的多边机
制之一。无论在地区事务，还是在全球
事务中，上合组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和
影响力。作为轮值主席国，吉方很高兴
能承办此次峰会。他说，今年峰会的一
项主要议题是讨论 2014 年国际安全援
助部队从阿富汗撤军背景下的地区形
势。此外，各国元首还将围绕打击“三
股势力”、贩毒和武器走私等一系列问
题以及进一步实施多边经济合作项目
等交换意见。

全面探讨中吉关系前景
——访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

本报特派吉尔吉斯斯坦记者 姚 强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陶杰报道：根据国际结
算银行近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新加坡在今
年 4 月份的日均外汇交易量达到了 3830 亿美
元，与 2010 年相比较增加了 44%。而全球市场
同期增长幅度约为 35%。目前，新加坡已经超
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外汇交易中心，仅排
在伦敦和纽约之后。这也是自 1989 年有关数据
统计以来，新加坡首次进入外汇交易中心的前
三位。

报告显示，在利息衍生品方面，新加坡的日
均成交量在 4 月份增加了 6%，达到 370 亿美
元，在亚洲位居第二，仅次于日本。

新加坡外汇市场委员会也对本地 30 大外汇
交易银行进行了半年一次的外汇调查。该调查
按照银行交易部门的地点进行。根据今年 4 月
份的调查显示，新加坡日均外汇交易量约为
3810 亿美元，与去年 10 月份的调查结果比较，
高出了 6%。

据悉，在国际结算银行发布最新数据之前，
市场已经猜测新加坡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三
大外汇交易中心。因为外汇市场动荡和日元贬值
使得今年的外汇交易量大增，而新加坡则把握住
了机会。当地分析师认为，新加坡的异军突起，
部分原因是亚洲货币越来越重要，而新加坡所在

的时区也有利于它把握这个机遇。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罗惠燕认为，从国

际结算银行和新加坡外汇市场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来看，显示了新加坡作为世界和亚洲主要外汇交
易中心的一贯地位，而外汇交易实力的持续增
强，则辅助了新加坡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活动的
发展。这也使得新加坡的金融中心能够更好地为
亚洲各地金融机构与企业的投资和风险管理需求
提供服务。

国际结算银行的报告指出，全球外汇市场交
易量在过去的三年里猛增了 33%，而在今年 4 月
份时日均交易量达到了 5.3 万亿美元，主要原因
是因为日元交易量大增。在全球主要货币当中，
日元的交易量增幅最大，而欧元作为第二活跃的
货币，其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开始下降。

报告认为，外汇交易活动正在越来越集中于
少数全球金融中心。根据调查显示，2013 年的
全球外汇交易大多数是通过 5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
的。目前，英国占全球外汇交易市场的 41%，美
国占 19%，而新加坡、日本和中国香港的份额依
次是 5.7%、5.6%和 4.1%。

国际结算银行最新报告显示

新加坡成全球第三大外汇交易中心

国际结算银行最新报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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