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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经贸合作潜力大后劲足中新经贸合作潜力大后劲足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刘 威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新加坡，既是中
国国家元首 6 年来首次访新，也是新加坡
新一届内阁组建后接待的第一起国事访
问，还是中新关系史上首次实现两国元首
在年内互访。近日，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
晓东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是中新建交 25 周年，习主席此次访
问将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新方向，推动双
方关系迈入下一个更加辉煌的 25年。

陈晓东大使表示，25 年来，中新关
系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始终突出创新引
领，始终强调互利共赢，具有鲜明的时代
感和前瞻性，成为大小国家平等相待、真
诚合作的典范。当前，中新关系全面快
速发展，两国高层交往频繁，政治互信不
断加强；经贸合作深入推进，中国已成为
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是中国
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人文交流持续拓展，
两国文化、教育、科技、旅游等领域交流
与合作蓬勃发展。

陈晓东大使透露，访问期间，两国领
导人将进行朋友间的深入交流，共叙友
好，共谋合作，共话未来。访问期间，两
国将收获丰硕合作成果。政治领域，两
国领导人将正式宣布两国关系新定位；
经贸领域，两国将宣布正式启动第三个
政府间合作项目，即新加坡与中国西部
合作项目；共同发出推进双边自贸协定
升级的积极信号；探讨签署共同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的合作文件；签署教育、海
关、金融、城市治理等领域多个合作协
议。陈晓东大使说，担任中国驻新加坡
大使 4 个多月来，广泛接触了新加坡政
府、工商、智库、媒体等各界人士，大家
最关注的话题就是习主席访问新加坡，
特别是希望通过习主席在中新建交 25
周年之际的来访，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指
明 新 方 向 、注 入 新 动 力 、开 启 新 篇 章 。
访问消息一经正式发布，便迅速成为中
新各大媒体、网络和社交平台热议的关
键词。近期，中新双方就习主席访问保
持着密切沟通和联系，深切感受到新加
坡政府和民众对习主席此访的高度重
视和殷切期待。可以说，新加坡方面对
每 一 场 活 动 、每 一 个 细 节 都 在 精 心 设
计、全力筹备，以确保此次历史性访问
的圆满成功，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
在在的利益。

陈晓东大使表示，新加坡是“一带一

路”沿线重要国家，积极支持和呼应“一带
一路”倡议。中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合作已经走在沿线国家前列。今年 1至 9
月，新加坡对华投资占“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对华投资总额的 82%，中国对
新投资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
家投资总额的 39%。习主席访问期间，两
国将探讨签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合作文件。在此文件的指导下，中新可从
以下几方面入手，进一步拓展“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务实合作：一是重大项目合作。
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中新将以两国第三
个政府间项目为抓手，聚焦“现代互联互
通和服务经济”，对接中国西部大开发、长
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以点带面，在地域
范围、规划理念、合作模式上释放巨大的
辐射效应，把该项目打造成为“一带”联通

“一路”的示范。二是金融联通。新加坡
是地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积极支持人民币
国际化进程，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结

算中心之一，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创始成员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新
联合融资、金融服务、国际产能等领域合
作面临广阔前景。上述合作的深入开展，
必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更加
坚实的金融保障，注入更加强大的发展动
能。三是联合“走出去”。目前，中国在新
加坡投资企业超过 6200 家，累计投资额
超过 200 亿美元。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将其作为企业

“走出去”、实施国际化经营的重要战略平
台。中新双方完全可以推动两国相关企
业，对接“一带一路”倡议重点，更多实施
联合“走出去”，积极开展三方或多方合
作，实现互利多赢。

陈晓东大使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中新关系面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的重要契机。中新双方一致认为，为更
好地引领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有必要
明确中新关系的新定位，体现出两国关
系“与时俱进”和“全方位合作”的特质。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
期间，两国领导人将宣布双边关系的新
定位，以此作为下阶段指引双边关系发
展的旗帜。

今年是中新建交 25 周年，25 年来，
中新双边关系发展积极向好，具有极强
的时代感和前瞻性；经贸合作日趋紧密、
亮点纷呈。经过多年的发展，新加坡已
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中国也
成为了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

首先，中新贸易合作日益深入，两
国贸易互补性较强，互为重要的经贸合
作伙伴。自 2009 年《中新自由贸易协
定》正式实施以来，中新双边经贸合作
规模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日益广泛，贸
易 额 不 断 创 出 新 高 。 2014 年 ，中 新 两
国全年双边贸易额达 797 亿美元，已经
是中新两国建交时贸易额的 28 倍，新
加坡对中国的累计海外直接投资规模
达 723 亿美元。今年前 5 个月，中国与
新加坡双边贸易额已达 62.56 亿美元，
环比增长 9.86%。其中，中国从新加坡
进口 22.71 亿美元，环比增长 4.43%；中
国对新加坡出口 39.84 亿美元，环比增
长 13.22%。此外，苏州工业园区、天津
生态城、广州知识城、吉林新型农业合
作食品区、南京生态科技岛、新川创新
科技园等两国间重要合作项目的成功
范例起到了广泛的示范效应，中新经贸
的互补性较强使得经贸合作已经成为
双边关系的压舱石。

其 次 ，中 新 金 融 领 域 合 作 愈 加 紧
密。中新两国于 2013 年 3 月续签了中
新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将互换规模由原
有 的 1500 亿 元 人 民 币 增 至 3000 亿 元
人民币。2014 年 10 月，两国外汇市场
推出人民币与新元直接交易。新加坡
人民币清算行的设立更使两国金融领
域合作愈加紧密。自 2013 年 2 月中国
人民银行指定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为
新加坡人民币清算行以来，新加坡离岸
人民币市场飞速发展。仅仅时隔一年，
新加坡就成为仅次于中国香港的全球
第二大离岸人民币市场。近期，新加坡

金管局明确表示，支持人民币纳入特别
提款权货币篮子。此外，在中新双边合
作联合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中国人
民银行和新加坡金管局还决定将中新
苏州工业园和新中天津生态城现有的
跨境人民币创新试点工作扩大至苏州
和天津全市。中新两国在金融合作领
域的契合度愈加明显。

再次，“一带一路”契合度较高，中
新未来合作潜力巨大。“新加坡作为全
球重要的国际航运、航空、贸易中心，也
是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转口贸易中心，
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枢纽，其自身

发展需求与‘一带一路’倡议构想高度
契合，双方未来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陈企业表示，新
加坡作为小而开放的外向型经济，需要

“走出去”。继中新两国共同开创了苏
州工业园和天津生态城政府间合作项
目后，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不久前就两
国间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进行了深
入讨论并达成重要共识。据悉，该项目
将落户中国西部，聚焦“现代互联互通
和服务经济”，既符合新加坡“走出去”
的想法，又对接中国西部大开发、长江

经 济 带 、“ 一 带 一 路 ”等 重 大 战 略 和 倡
议，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该项目在地
域范围、规划理念、合作模式上将释放
出更大的辐射效应，在中新两国经贸合
作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问新加坡，中新
双方将签署教育、海关、金融、城市治理
等领域的多个合作协议。还将宣布正式
启动继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后的
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两国领导人将
会共同发出自贸协定升级的积极信号，
在推动中新关系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为
两国未来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中新关系迈入更加辉煌的新阶段中新关系迈入更加辉煌的新阶段
——访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晓东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刘 威

架设连接中新的
“人民币桥梁”

——访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

分行行长张伟武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刘 威

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中海环球”轮首航新加坡。

新加坡长期以来与中国开展友好往来与合作，在中
国不同的发展阶段积极参与，苏州工业园及天津生态城
就是两国友好合作的结晶。中新两国尽管国情不同，但
互相尊重理解。新加坡乐见中国发展并在国际事务中发
挥更多作用。希望两国能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合作，共同繁荣。

——新加坡前总统 塞拉潘·纳丹

访新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新方领导人就两国关系
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对未来中新关系的发
展作好规划、指明方向。双方还将签署金融、教育、科技、
城市治理等一系列务实合作文件。相信此访将进一步提
升中新关系水平，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提升双边务实合
作，并促进中国—东盟关系发展。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刘振民

中国国内消费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治理经济环境的决心，将为发展中国
家树立榜样；中国的城镇化和经济以服务导向转型，已成
为不可抵抗的长期发展趋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具有很深的战略意义和历史影响。这一切都将
为新加坡带来新的机遇。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 杨荣文

中新之所以在短期内碰撞出巨大的火花，主要得益
于坦诚相待、彼此尊重的沟通方式。双边合作的目的是
促进两国共同发展，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主权。除此之
外，有效的沟通也保证了两国之间合作的顺利进行。当
一个问题出现时，两国会共同协作寻求解决。可以说，中
新两国为国家间的合作设立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院长 杨贤

新加坡为中国投资者和企业提供了资金、技术、专业
知识及与国际市场对接的平台，而中国则为新加坡提供
了众多投资机会，两国间的“完美结合”带动了双边关系
和合作的飞速发展。

——新加坡隆道研究院总裁 许振义
(郭 辑整理）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不断加快，离岸人民币市
场发展迅速。新加坡作为全球第二大离岸人民币市场，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日前，就
当前新加坡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及当地人民币清算行等
有关情况，《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了中国工商银行新加
坡分行行长张伟武。

据张伟武介绍，近年来，新加坡离岸人民币市场发
展迅速，已经成为海外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截至
2015年 9月末，新加坡与中国境内发生的人民币实际收
付结算量达到9679亿元，占全部海外市场的10.6%，是
仅次于中国香港的第二大离岸人民币中心；截至2015年
6月末，新加坡市场各项人民币存款达到 3320亿元，同
比增加 27%。此外，随着新加坡人民币市场的不断发
展，包括存款、债券投资以及外汇交易等人民币投融资
产品逐渐丰富，人民币投资方式日渐多元。

张伟武表示，自 2013 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担
任新加坡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以来，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
分行一直致力于推动当地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助力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今年以来的人民币清算量已达 50
万亿元。此外，今年 8 月，正式启动了人民币清算 24
小时连续运作清算模式，清算服务运行时间覆盖亚洲、
欧洲、美洲三大时区，已经成为全球目前清算服务时间
最长的人民币清算行。

张伟武认为，新加坡离岸人民币市场的飞速发展与
当地人民币清算行采取的多元化推进举措密不可分。一
方面，为提高人民币交易流动性，新加坡人民币清算行
设立了人民币外汇、人民币债券及利率做市交易台,向
市场提供 24 小时做市交易服务。同时，还成立了辐射
东南亚的私人银行中心、大宗商品及结构性贸易融资中
心以及现金管理中心。另一方面，新加坡人民币清算行
一直以来致力于推动狮城债的发展，参与了首笔狮城
债，首只非金融企业债，首只本地企业债以及新加坡、
台湾首次双挂牌等多项首笔创新，发行了迄今为止单笔
40 亿元人民币最大金额的狮城债，为新加坡人民币债
券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加坡人民币清算行还
率先在同业中完成包括跨境人民币放款、跨境人民币直
贷、双向资金池、人民币新币直接交易、人民币外汇期
货交易、在岸和离岸市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等多项首
笔创新业务。张伟武表示，目前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在
人民币清算量、人民币存款、人民币结算量、人民币贸
易融资量以及人民币狮城债承销等方面，均处于新加坡
市场领先地位。

张伟武表示，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是海外首家
人民币清算行,2012 年 10 月正式获得新加坡金融管理
局颁发的特许全面银行牌照，这是新加坡首次向中资银
行发放特许全面银行牌照。2013 年 2 月，中国工商银
行新加坡分行获得人民币清算行资格，也是央行首次在
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选定人民币清算行。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张伟武表示，加大双边经贸
合作和大宗商品贸易的融资需求支持力度、支持新加坡
地区的中国装备输出及产能合作项目贷款、为“一带一
路”相关企业境外债券融资和银团融资提供支持、积极
推动大宗商品交易人民币计价和扩大人民币境外使用等
都将是新加坡人民币清算行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工作的重
要内容。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将继续发挥清算行优
势，打造一座连接中新两国的“人民币桥梁”。

25年来，中新关系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始终突出创新
引领，始终强调互利共赢，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前瞻性，成
为大小国家平等相待、真诚合作的典范。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中新关系面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契机,习主席
此次访问将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新方向

图为新加坡的港口。 图为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 图为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人民币业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