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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近期发布的一份有关新兴经济体
报告指出，以新兴 11 国 （E11） 为代表的新兴经
济体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其中中国经济增速稳
居 E11首位。

所谓新兴 11 国，指的是“二十国集团”中的
11 个新兴经济体，即阿根廷、巴西、中国、印
度、印尼、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南非
和土耳其。在 2013 年世界经济总体放缓的背景
下，新兴 11 国经济继续保持上年的良好增长态
势，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活力和动力。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IMF） 数据显示，2013 年，新兴 11
国 经 济 增 长 率 为 5.1% ， 比 上 年 上 升 0.1 个 百 分
点。这一增长水平不仅比发达经济体 1.3%的经
济增长率高出 3.8 个百分点，而且比同期新兴市
场与发展中经济体 4.7%的经济增长率高 0.4 个百
分点。在新兴 11 国内部，土耳其、阿根廷、巴
西、印度和韩国去年的增长势头要好于前年，经

济增速分别提高了 1.6、1.6、1.3、1.2 和 0.8 个百
分点。中国经济去年增速为 7.7%，继续处在 E11
的领先位置上。

新兴 11 国经济的稳健运行表现，主要得益于
南南合作。在贸易方面，E11 内部贸易联系总体上
日益增强，而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贸易联系呈下降
趋势。近年来，E11 内部贸易占 E11 对外贸易的比
重持续上升。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E11 内部投资
合作不断深化，相互间的投资项目比比皆是。在金
融合作方面，E11 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尤其是
E11 中的金砖国家，在推动新兴经济体对外金融合
作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

展望未来，E11 经济今年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态势。从外部环境看，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调
整及其溢出效应，将对今年 E11 各国宏观经济运
行产生深远影响。尽管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调
整早有预期，并且美国减少资产购买将是一个渐

进过程，但这一货币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仍将难
以估测，很可能导致短期资本大举流出新兴市场
国家，进而增加 E11 经济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那
些经常账户赤字大、短期外债占比高、内部资产
负债表失衡和对外开放度高的国家，对外资异动
的脆弱性更为显著。

从内部环境看，新兴 11 国目前仍处于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其发展途径还面临不少艰难
曲折。如部分国家的政府支出扩张速度太快，导致
其财政政策空间受限。此外，新兴经济体处理债务
问题的能力和手段有限，脆弱性强，国家资产负债
表的修复能力弱，如果财政和债务状况恶化，很可
能会引发社会问题。

新兴 11 国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是拉动
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
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更
加公平、公正、平衡的方向发展。

E11 成世界经济新动力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陶杰报道：越
来越多的新加坡房地产商选择海外房
地产项目投资，这一趋势推动了新加坡
本地银行海外房地产贷款的剧增。

据了解，新加坡本地投资者在海外
房地产投资的增加始于 2010 年，当年
的投资额达到了 139 亿美元，比 2009
年猛增 3 倍。截至 2013 年底，新加坡
投资者的海外投资额达到 172.66 亿美
元，3年间累计增长 24%。

据新加坡华侨银行统计，该行提
供给当地大中型房地产开发商到海外
投资房地产项目的贷款总额，2010 年
至 2013 年期间增加了 50%。而 2013
年计入新加坡账册的房地产贷款中，

有 20%是为海外房地产提供融资，比
例在 4年间增加了四成。

目前，新加坡银行在海外只为已有
的本地和区域客户放贷，以避免因不熟
悉客户而产生风险，贷款额一般在 0.5
亿至 3 亿新元左右。由于海外市场价格
波动较大，新加坡银行的海外贷款与估
值比率低于新加坡本地市场。

据了解，政府多轮降温举措实施
后，新加坡房地产市场行情不断下跌，
交易成本也越来越高。这使许多房地产
投资者开始把眼光放到国外，以寻求更
高回报。同时，较低的利率加上新加坡
政府一直推行的强势新元政策，也为投
资者进行海外投资带来新的动力。

本报讯 近日德国联邦经济与
能源部宣布更新“德国投资补助项
目地图”，新地图将从 2014 年 7 月 1
日开始生效。地图显示了“共同任
务”项目 （GRW） 中所定义的地
区，项目以改善地区经济结构为目
的，旨在提高区域经济实力。

鉴 于 德 国 经 济 整 体 实 力 的 增
强，新地图将提供更多的激励政
策。以德国东部为例，除柏林和莱
比锡外，其他地区到 2017 年底均可
得到至少 15%的投资补助。

在靠近波兰边境的德国东部地
区，整个阶段的最高投资补助可达
20%。中小企业还可以获得额外的

优惠补贴，中型企业可额外获得
10% ， 而 小 型 企 业 可 额 外 获 得
20%。根据补助标准，一个在波兰
边境的小型企业最多能获得 40%的
整体投资补助。

此外，该地图还显示了在德国
地区获准提供投资的资金比率，以
及对不同领域提供补助的比例。补
助将首先由欧盟批准，之后再返回
到联邦和州政府一层进一步批准。
这样的机制将促进新的投资进入德
国经济结构较弱的地区，从而实现
均衡该国经济条件和基础设施标准
的长期目标。

（郭 辑）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会上，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 200 余家参展商围绕“清洁核能科技，助力美丽中

国”主题，展示了近年来世界核能发展的新技术、新成就。

核电作为世界 3 大电力支柱之一，目前占全球能源供应的

12.3%，是清洁、高效的能源，具有资源消耗少、供应能力强等特点，

被誉为“环境之友”。自 1954 年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建成，60 年

来，全世界投入运行的核电站已达 400多座。

但一提及核能，很多人担心和顾虑的是核辐射。实际上，核电

站在正常运行的状况下，是不会造成核辐射污染的。自然界本身就

是一个充满辐射的世界，其中来自宇宙射线、土壤空气等的天然本

底辐射占 92%，医疗如脑部 CT 等占 7%，其他人工辐射如电脑和手

机占 1%。根据专业部门监测，一次胸部 CT 所造成的辐射相当于

12毫希，而核电站一年发射出的辐射只有 0.01毫希。

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核电的应用越普遍。在我国现有的

能源结构中，核电仅占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6%至18%，如果未来

中国核电占到能源消费结构的10%左右，由火力发电导致的大气污

染将大大减轻。中国计划2020年实现核电在运5800万千瓦和在建

3000万千瓦的规划目标，并在今明两年开工建设10台机组。

尽管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严重的核泄漏事故，但正是这些惨痛

的教训促进了全球核能界的交流，推动安全管理措施日益完善。

1979 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后，美国成立了“美国核动力运行

研究所”；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直接促成了 1989 年 5

月在莫斯科成立“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2011 年 3 月日本福岛第

一核电厂的事故促使人们提升了对核电站选址的要求，充分考虑

洪水、台风和最大天文潮等因素。通过吸取事故教训，在世界范围

内，核电站的安全可靠性正不断得到提升。新加坡银行海外

房 产 贷 款 猛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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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被誉为“环境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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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惠喜

4 月 20 日，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在法国巴黎郊区，购物者在

旧货市场选购图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