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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
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在《金融时报》发
表题为“抑制金融风险将让中国经济更
具可持续性”的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已经
明显控制了信贷扩张节奏，这将进一步
降低中国国内金融风险并增强经济增长
可持续性。
尼古拉斯·拉迪在文章中表示，中

国政府对于当前国内金融风险的重视
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政府的高度
关注推动了相关政策和监管环境变化，
中国开始执行更为严格的监管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设立了金融稳
定发展委员会，总体协调不同金融监管
机构的工作。
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金融市场

环境正出现很多积极变化：一是在中国
政府经济目标中，降低金融风险的重要
性显著提升。二是尽管自全球金融危机

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在逐步放缓，但是实
现202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的目标仍然
不是问题。要实现10年内经济总量翻一
番的目标，需要维持年均7.2%的经济增
速。在2016年底前的6年内，中国年均
GDP增速为8.1%，预计今年经济增速将
维持在6.7%左右。因此，要实现上述目
标，此后几年经济增速只需维持6.3%即
可。三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对于信贷驱
动投资的依赖度已经明显下降。消费正
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为2015
年和 2016年经济增长均贡献了三分之
二的增量，2017年上半年这一比例仍高
于60%。
尼古拉斯·拉迪表示，对家庭部门而

言，家庭消费受到了工资、利息和经营收
入以及政府转移支付提高的推动。自
2013年以来，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
一直高于GDP增速。这一趋势未来还将
进一步延续。随着适龄劳动人口规模的
下降和服务业的崛起，未来中国居民工
资还将保持增长态势，中国经济的消费
驱动模式还将进一步强化。
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完成

GDP翻一番的目标，未来数年内只需维
持 6.3%左右的经济增速，而不需要更
多的信贷刺激。中国政府能够维持温
和信贷增速，这将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
风险的控制和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
持续发展。

在金融市场去风险之外，外汇市场
企稳也赢得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和肯定。
路透社日前发表文章指出，人民币近日
加速上涨的主要原因除美元较弱外，与
企业、个人止盈或止损过去两年持有的
美元也有关系。因此，近期大部分机构
都调升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内的报价
点位，坚持继续看跌人民币的企业越来
越少。
《金融时报》刊文称，虽然去年12月

份有不少机构预测人民币可能会有一次
性大幅贬值，但离岸人民币汇率在2017
年迄今以来的许多时间里都要高于在岸
人民币汇率，这逆转了2016年大部分时
间传递的疲弱信号。
该文章表示，去年年底的悲观预测

在近期被两个重大的市场里程碑项目打
破。一个是中国股市首次被纳入一个国
际基准指数，另一个是香港首次推出了
“债券通”，海外投资者可以直接联入内
地庞大的债券市场。随着未来跨境资金
流动动力模式的改变，未来中国外汇市
场还将延续当前的稳定态势。

自今年一季度以来，中国政府在金融市场采取了一系列去风险措

施。部分国际投资者曾经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可能存在经济失速和市

场波动风险。然而，随着近期越来越多市场数据企稳，中国金融市场改

革的成果获得了国际舆论的点赞。

控制信贷扩张节奏 外汇市场持续稳定

国际舆论点赞中国金融市场稳定发展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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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褐皮书显示

美国经济继续温和扩张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9月6日发布的本年度第六份全国经济形势调
查报告（褐皮书）显示，从7月初至8月22日这段时间，
美国各地经济活动继续温和扩张，但通胀未有起色，全
美物价仅温和上涨；就业增速略微放缓，劳动力市场虽
紧俏，但工资上涨不明显。
美联储下属12家地区储备银行管辖的区域中，

大部分地区消费者支出增加，非汽车类零售和旅游
业收入增长；制造业温和扩张，汽车业总体情况不
佳；房地产业略微上升，待售房库存较低，继续影响
全美的住房销售；多数地区企业和消费者贷款需求
小幅增加；能源行业开始逐步恢复，总体表现偏向正
面。报告强调，目前评估“哈维”飓风对美国经济的
影响尚为时过早。
报告显示，就业增速略微放慢，多数行业存在用工

短缺，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现象，但在此情况下工资仍
未有大幅增长，主要地区的工资增速温和。以亚特兰
大地区为例，该地区劳动力短缺，但公司留住人才的主
要方式并非提高工资，而是改善员工福利、增加培训机
会、用机器取代人力等方式。
报告指出，通胀水平未有明显上升，美联储今年已

加息两次，虽然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降低，但通
胀仍处于低迷状态。美国 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同比仅上升1.4%，再次低于市场预期，创近一年
半以来的最慢增速，这使得美联储年内第三次加息充
满不确定性。美联储理事布雷德纳近日表示，鉴于美
国通胀水平处于低迷状态，美联储应放缓加息节奏，推
迟加息，耐心等待市场数据反弹。
据悉，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决策例会将于9月

19日至20日举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不会
在此次货币政策例会上再次加息，但缩减高达4.2万
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势在必行。

中瑞酒店业管理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周明阳报道：以“共创酒店业发展新

动力”为主题的中瑞酒店业管理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
行。作为2017年“中瑞旅游年”框架下的重要活动，该
研讨会旨在构建两国业界务实交流合作的平台。
酒店业是瑞士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150

年的发展，瑞士酒店业向世界旅游业和酒店业提供了
先进的服务理念、成熟的服务技能、丰富的服务经验和
高水平的管理教育体系，2015年瑞士酒店业总收入约
80亿美元，提供了6.3万个直接就业岗位。中国国家
旅游局副局长杜江表示，中瑞两国在酒店领域的合作
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希望中瑞酒店业界专家和企业
代表充分利用中瑞酒店业管理研讨会这一平台，分享
经验、迈向共赢。

中新信息通信合作推介会举行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刘威报道:以“互

联互通 共赢发展”为主题的中新（重庆）
信息通信合作推介会9月6日在新加坡中
国文化中心成功举行。此次推介会旨在推
动新加坡与重庆企业在信息通信领域深化
合作，帮助新加坡企业发掘重庆市的商业
机会，为两地企业提供专业的信息通信产
品和解决方案。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经济商务公使

衔参赞郑超表示，中新两国在政治、经
贸、教育、科技等多个领域有着良好互
动。第三个政府间项目体现了中新经贸
合作的前瞻性和示范性特点，在金融服
务、航空产业、交通物流、信息通信四个
领域开展合作，力争实现物流和融资成
本“双降”的目标，并以现代互联互通和
现代服务经济为主题，对接中国的“西部
大开发”“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契合“一
带一路”倡议的愿景，有助于新加坡深度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中新两国企业
带来更多的合作机遇。

摩拜单车进入马来西亚
9月6日，在马来西亚

沙阿兰，一名摩拜公司工

作人员（右）在讲解摩拜单

车的使用方法。

中国共享单车公司摩

拜6日宣布正式进入马来

西亚市场，其选定的第一站

是距离首都吉隆坡40公里

的雪兰莪州首府沙阿兰。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摩拜

单车海外拓展负责人克里

斯·马丁宣布，将与本地房

地产开发商SPSetia公司

合作，先期投入几百辆单

车，并逐步扩展网络，预

计年底前进入吉隆坡、槟

城等其他马来西亚主要

城市。

（新华社发）

为积极融入国家开放战略，推进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
更加有效地实施改革推动、开放带动、创新驱动、产业拉动的发展模
式，第七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将于2017年9月9日至12日在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本届酒博会是贵州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绿色产业发展活力空前释

放的重要展示平台，也是贵州省以产业助推内陆开放，以产能衔接“一
带一路”的重大开放活动。
自2011年以来，在商务部、其他国家部委及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

贵州省上下共同努力下，酒博会规模宏大、成果丰硕、盛况空前，充分
体现了国家高水平展会的吸引力。至今，酒博会已连续举办六届，在商
务部和贵州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应“展示全球佳酿、促进合作交流”的要
求下，从最初的各类酒品的展示平台逐步提升。以酒为媒、以酒会友、
以酒招商、以酒合作，更加注重酒类全产业链展示，突出酒文化特色，

推动投资贸易，开风气之先，结下硕果累累。
六年来，共有84位中外政要、前政要来黔参会，境外参展参会国家

及地区181个次；参展酒企8963家次（其中境外参展酒企4700家次），
采购商6.5万人次；签订酒类贸易合同13209个，贸易总额4332亿元，
酒类贸易进出口总额28.3亿元；在酒博会举办的投资签约活动上累计签
约项目1253个，实际落地资金3691亿元，华润雪花啤酒、国台等酒企
因此入驻贵州。
本届酒博会以“展示全球佳酿 促进交流合作”为主题，突出酒文

化特色，注重弘扬酒文化。
对此，主办方将举办酒+文化+旅游+互联网“煮酒论道”等系列活

动，积极推动酒类商品展览展示与贵州特色文化；仁怀市人民政府将举
办“中国酒都·神秘茅台”世界名酒旅游带暨生态酒庄集群发展峰会；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将举办中国地方名酒志文化工程，通过编纂
中国名酒志系列丛书、拍摄中国名酒影像志，记录名酒发展、反映名酒
源流、彰显名酒特色、推广名酒文化；贵州古安南茶叶开发有限公司将
举办黔西南“旅游+布依+茶酒”多产业融合推介会，发表布依茶酒主题
演讲，表演花式调酒和布依非遗歌舞；贵阳林惠民商行将举办“美酒与
咖啡”高速发展为贵州带来的新机遇论坛。
今年酒博会贵州省强调创新，突出特色。
一是彰显国际化，加速市场化。今年2月，酒博会通过了全球展览

业协会（UFI）认证，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等方面得到国际会展行
业的高度认可。截至目前，已确认41个国家和地区800余家境外展商参
展，与去年同比增加了15%。本届酒博会第一次采取了售票的方式，这
是酒博会在市场化方面的积极尝试与重要突破。
展会期间，将签约酒类贸易合同1520余个，其中贸易类合同1500

余个，贸易额545亿余元人民币；投资类合同13个（酒类全产业链类5
个），投资额近30亿元人民币。
参展的世界知名酒庄（企业）主要包括拉菲、拉图、木桐、玛歌、

瑞芙、奔富、豪客等，国内知名酒企包括茅台、五粮液、董酒、古井
贡、汾酒、剑南春、苏酒、郎酒、泸州老窖、雪花等。

二是各方嘉宾高端云集。目前，已明确组团参加酒博会的国家部
委、省（区、市）、境外代表团、境外商协会和机构82家，其中境内42
家、境外40家（包括来自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及大洋洲等18个国
家的34家商协会，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属波多黎各、西班牙驻
广州总领馆、意大利驻重庆总领馆6个代表团）。确认参会境内外嘉宾
629人，其中境外嘉宾85人，境内嘉宾544人。
三是展商参展积极踊跃。本届酒博会展览展示总面积近8万平方

米，共有2000余家展商参展，其中境外41个国家和地区800余家展
商参展，国内24个省（区、市）1200余家酒企及酒类全产业链企业
参展。采购商20000余人，其中省外、境外4000余人，省内16000
余人。

“展示全球佳酿 促进合作交流”
热烈祝贺第七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顺利召开
贵州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绿色产业发展活力释放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