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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习近平主席对英国的国事访问
全面展开，中英关系热度不断升温，双方
合作迎来重要的机遇期。多位英国经济
学家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英关系内涵外延的不断丰富，双方合作
步入了“黄金时代”。在彼此进行经济结
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中英两国未来合作前
景非常广阔。

理性看待中国经济发展韧性

专注于中国经济研究的英国经济学
家表示，要以历史、客观而理性的视角看
待中国经济增速下调问题，以更为全面的
视角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
专 家 詹 姆 斯·爱 德 华·豪 尔 表 示 ，正 如
2008 年到 2010 年期间发达经济体所经
历的挫折一样，所有经济体都会面临经济
的波动起伏。人类经济史上并未出现过
持续不间断的高速增长，中国自然也不例
外，但是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并不意味着
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束。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专注中国金融研
究的薄宏教授认为，要正确看待中国经济
增速下调这一结构调整期的原因和长
度。她认为，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发展模式
转变为国内消费驱动的模式，这一过程中
增速下调是正确而有益的。在中国建立
服务业驱动发展模式并不是要依靠低端
服务业，而是要建立知识密集型的高端服
务业，只有这样才能使服务业真正成为拉
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建立这一知识
密集型服务业需要的时间长度显然不能
低估。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乌尔里希·弗里
茨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关键的
经济转型期，但人们没必要对此次转型
持悲观态度。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挑战
在于债务水平的高企和投资回报的下
滑。然而，中国大部分债务属于内债且

资本账户开放度有限，因此政府有能力
稳固债务问题。

结构调整提升合作契合度

自 2010 年以来，英国政府在处理危
机后遗症过程中，不断强化经济再平衡，
强调出口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在经济结构
中的比重和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
市场成为拉动其经济再平衡的关键外部
动力。

薄宏教授认为，2010 年之后，英国
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强化与新兴市场之
间的经济联系，而其中的核心是中国市
场。英国政府之所以在传统的美欧经贸
市场之外拓展中国市场，是因为看到了
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和潜力，尤其
是未来服务业发展带来的贸易投资拉动
力。弗里茨教授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
之后，英国政府开始重新重视本国制造
业，期待重新激活其制造业部门，中国市
场不可忽视。

随着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未来
中英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空间将得到进
一步拓展。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
题专家肖恩·布莱斯林认为，在中国经济
改革中，服务业的比重已经得到了不断的
提升。这种经济结构变化为英国在内的
美欧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空间。中
国经济转型带来的机遇不仅仅是制造业
领域的高端化发展，同时还包括服务业和
金融领域的机遇。弗里茨教授认为，在英
国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其面临的重要问
题是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短期内难以消
除的挑战。这就需要大量的外部资本流
入弥补亏空，客观上为中国资本输出和对
外投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市场。

金融合作发挥引领作用

在经济合作契合度不断提升的背景

下，各位专家一致认为，金融合作在中英
经济合作中处于中心地位，未来中英金融
合作将进一步快速前行，引领双边经贸投
资合作。

中英金融合作和对比研究一直是薄
宏教授的专长所在。薄宏认为，金融合
作，尤其是离岸人民币金融业务合作是双
边经贸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英国政府
希望将伦敦打造成离岸人民币中心有着
政治和经济原因。经济上，中国在国际体
系中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未来会有越来
越多的英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开展贸易和
投资合作。伦敦作为离岸人民币金融中
心能够直接促进对华投资和交易的发展；
政治上，英国希望主要国际货币取得一定
的平衡，而不希望看到单独的美元主导或
者欧元主导。这意味着未来中英在离岸
人民币领域的合作还将进一步深化，未来
双边金融合作将获得更大的动能。

同时，各位专家认为，伦敦离岸人民
币领域的发展也将推动中国人民币国际
化的发展。弗里茨表示，伦敦是最重要的
全球金融中心，未来还将继续维持其相对
于其他欧陆金融中心的优势地位。薄宏
认为，从伦敦自身的优势来看，相比于其
他国际城市，伦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
金融中心，有着大量的金融从业人员和其
他专业服务人员。在伦敦这一国际金融
中心推动离岸人民币的发展，将更有利于
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以人民币领域合作为契机，中英两国
在全球金融治理模式上的合作也大有可
为。薄宏表示，英国非常希望参与中国主
导的投资项目和计划获得资本收益，同时
在政治上保持美欧平衡。因此，英国将在
中国提出的亚投行、IMF 改革和 SDR 改
革等问题上，未来与中国进一步保持合
作。弗里茨也表示，出于推动英国金融服
务业参与亚洲市场和巩固伦敦人民币金
融中心地位的目的，英国未来在国际金融
合作领域对华诉求和合作会只升不降。

基础设施合作成为新动力

欣克利角 C 核电站、赛斯维尔核电
站、二号高速铁路建设、斯旺西潮汐电站
等一系列原本陌生的基础设施项目，随着
中英基础设施合作的拓展，受到越来越多
的中英两国民众关注。在各位专家看来，
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正成为双边经济合
作的新动力。

当前经济复苏过程中，英国政府亟需
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来带动产业发展。无
论是北部经济增长区还是英格兰南部地
区，基础设施的需求量非常庞大。在布莱
斯林看来，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英国在
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对华更加开
放。豪尔认为，当前英国经济发展模式
下，急需来自中国的资金和投资促进基础
设施的发展。而中国基础设施项目，尤其
是高铁项目在东南亚和美国的落地，进一
步提升了中国基础设施企业在英国和欧
洲的可信度。

在高铁领域，薄宏认为，英国的铁路
系统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且存在着一系
列问题。由于铁路投资本身的公共产品
特性，英国的私有化改革并没有带来铁路
系统足够的投资。因此，在英国铁路系统
中，蕴藏着很多合作的机会。中国在高速
铁路领域有着英国所不具备的专长。弗
里茨认为，在技术之外，中国在资本提供
方面的优势使之成为英国铁路项目更新
换代的强力外援。

新常态下的中国有着丰富的基础设
施产能和经验，英国有着庞大的基础设
施需求和技术研发优势，两国未来的合
作不仅仅限于英国本土市场。皇家国际
问题研究所亚洲项目专家蒂姆·萨默斯
表示，中英两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
带来的不仅仅是对于两国基建领域的双
赢，更是两国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的基
础和开端。

曼彻斯特，英国的“足球之城”。在这里，红色曼联队
与蓝色曼城队之间演绎的传奇让足球迷为之痴狂。不
过，在华丽的足球外衣下，曼彻斯特吸引人的地方还有其
独特的历史厚重。

作为工业革命诞生地，曼彻斯特凭借着制造业在
英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上世纪 80 年代
制造业萎缩，曼彻斯特的光辉逐渐褪去，经济规模和
就业岗位大量缩减，一度被称为“工业的废弃地”。为
了重回繁荣，曼彻斯特开始转型，摒弃了单一的工业
发展模式，商业、文化、创意、体育、教育、科技等产业
逐渐崭露头角，给整个城市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初到
曼彻斯特，没有伦敦的繁华和喧闹，除了曼联足球俱
乐部的老特拉福德球场和曼城足球俱乐部的伊蒂哈
德球场的现代化身影，整座城市的基础设施仍然充满
了古老的气息，但一座座耸立的建筑吊塔仿佛在告诉
来到这个城市的客人，一座沉睡的古城正在苏醒，正
在恢复自信。

如今，这座城市被赋予了新的定位。在英国的北方
经济增长区战略中，曼彻斯特将成为平衡英国经济的
重要支点。根据这一战略，英格兰北部地区的曼彻斯
特、利兹、利物浦、谢菲尔德等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将
通过政策和投资得到提升，以改善英格兰地区南北发
展失衡的状况。曼彻斯特自身在城市复苏过程中也积
极努力，通过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的通力合作，2000 年
到 2013 年期间，曼彻斯特的经济增长了 20%。转型也
为城市吸引了大量投资，创造出了很多机会。特别是
随着北方经济增长区战略的实施，更多的外国投资者
的目光逐渐从伦敦投向曼彻斯特。今天的曼彻斯特已
经拥有了数字和创意产业、健康与生命科学产业、教育
产业、体育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产业群，同时也
是英国北部的金融中心。

曼彻斯特的复苏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目
光，曼彻斯特也对来自中国的资金青睐有加。这在曼
彻斯特计划中的地标性建筑“曼彻斯特空港城”建设项
目上得到了回应。该项目价值 8 亿英镑，是英国继伦敦
2012 年奥运会后最大的改造项目。北京建工集团作为
该项目占股 20%的合资方，以此进入英国市场，使其成
为中英合作的一个典范。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表示，

“我们更要确保来自像中国这样国家的投资能够遍布
英国所有地区，我们的经济计划是确保英国各个地区
经济复苏”。

可以想象，随着此次习主席的到访，曼彻斯特必将
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中国的合作空间也将更加广
大。英国的北方经济增长区战略核心是通过更新铁
路系统，以高速铁路交通为基础打造北方统一市场，
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发挥北方城市在低碳绿色城市
发展、可持续城镇化规划、创新智慧城市的优势。其
中，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尤其是铁路系统提速，是整
个战略的核心支柱。然而，近期英国政府却面临囊中
羞涩的尴尬。负责上述路线改造的英国国家铁路网
公司因计划不足，既有路线改造项目工期持续延迟、
项目预算已经从 6.4 亿英镑增加到 17 亿英镑，成本严
重超出了预算，项目不得不暂停。基础设施投资的不
足已经成为制约曼彻斯特及英国北部地区发展的重
要瓶颈。如何借助习主席的访问，吸引更多中国投资
参与北方经济增长区战略已经成为曼彻斯特重点思
考的问题。

曼彻斯特有两家世界顶级的足球俱乐部，还有悠久
的足球文化和产业经验。未来中英两国在足球领域合作
潜力巨大，足球产业之间的合作大有可为。随着习主席
的到访，曼彻斯特市内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多，习主席的访
问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今天，曼彻
斯特期待中国元素，不远的未来，中国元素也将在曼彻斯
特大放异彩。

曼彻斯特期待
中国投资的到来

本报记者 王宝锟

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受到英国各界的热烈欢迎。 蒋华栋摄

图为曼彻斯特大学的石墨烯研究所。

本报记者 王宝锟摄

在此次习主席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期间，出席伦敦金融城的系列活动成为
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伦敦金融城作为
英国“经济心脏”，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
济发展趋势？如何评估未来双边金融合
作前景？离岸人民币发展未来动力何
在？就这些问题，《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
了伦敦金融城市长叶雅伦。

叶雅伦表示，习主席的到来为中英
关系的发展再添新动力。中国近年来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英国作为一
个传统的贸易国家，必须与不断兴起的
新兴市场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中国是其
中的核心。当前，两国市场参与者彼此
间有着强烈的投资和贸易意愿，但是缺
乏有效的渠道。需要双方政府层面的政

策协调和促进。习主席此次访问将为双
边金融投资合作提供更为便捷而有益的
发展环境。

谈及此前中国股市和外汇市场波
动，叶雅伦表示，中国股市和外汇市
场的波动是正常的市场变化。和英镑
此前有过 25%的贬值波动相比，人民
币 4%左右的贬值不足为奇。近期美元
的强势和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双重因
素必然带来人民币贬值。因此，人民
币贬值属于意料之中，也有助于中国
经济的再平衡。关于中国经济增速放
缓，叶雅伦认为，中国经济此前面临
着 高 杠 杆 率 、 高 负 债 率 等 一 系 列 挑
战。在此背景下，下调经济增速、调
整经济结构是正确的选择。

在谈到股市的时候，叶雅伦特别
强调未来的“沪伦通”将是一个双赢
过程。尽管这一项目仍需要长时间来
确 定 相 关 的 细 节 ， 但 是 对 于 伦 敦 而
言，这一机制无疑将提升伦敦金融城

投资渠道的多元化，为投资者提供更
为 便 捷 的 进 入 中 国 在 岸 市 场 的 渠 道 。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机制的建立也将
更有利于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叶雅
伦 表 示 ， 在 伦 敦 金 融 城 掌 管 的 资 产
中，有三分之一资产主要面向海外市
场，这些资金在不断寻求资产价格较
低 而 经 济 发 展 前 景 良 好 的 外 国 市 场 。
当前中国股票市场中机构投资者数量
不足，这是造成此前股市波动的结构
性问题。未来“沪伦通”的引入，将
便 于 外 国 投 资 者 参 与 中 国 股 票 市 场 ，
使中国股票市场能够得到更好的价值
评估，同时建立应对冲击的缓冲机制。

伦敦金融城在中英金融合作，尤
其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叶雅伦表示，金融城本身外
汇交易量占全球比重高达 40%，为维
护这一市场份额，必须高度关注崛起
中的国际货币。如果金融城没有牢固
把握人民币的快速崛起这一趋势，其

市场份额将会被稀释。与此同时，作
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
希望为投资者提供的是多元化的一站
式服务，而不仅仅是单一的美元金融
产品。这是伦敦金融城推动人民币国
际化发展的经济动因。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情况，叶雅
伦表示当前发展势头良好。一国货币的
国际化发展需要高度的目的性政策导向
和政策可预测性。在这两个方面，中国
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政策把握得
非常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已经开始
运作，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的
又一大进步。人民币当前是全球第四大
交易货币，伦敦金融城期待人民币能够
在未来成为最主要的交易货币之一。伦
敦金融城也将发挥自身的努力促成这一
目 标 的 实 现 ， 未 来 将 在 人 民 币 进 入
SDR、推动中国碳金融发展、协助引入
更多机构投资者等多领域，促进人民币
国际化发展。

全力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全力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访伦敦金融城市长叶雅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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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畅谈习主席访英

新常态下中英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新常态下中英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王宝锟

伦敦唐人街挂起红灯笼，欢迎习主席访英。 蒋华栋摄

图为曼城足球俱乐部的训练中心。

本报记者 王宝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