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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认为，美股市场波动带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

震荡。虽然当前尚无法确定此次市场修正可能持续的时间长度和幅

度，也无法确定是否会在未来伤及实体经济，但从短期看，全球整体金

融环境仍然相对积极

新华社法兰克福电 欧洲
央行银行业监管委员会主席达
妮埃尔·努伊 7 日在法兰克福
表示，欧元区银行业仍面临一
系列问题，2018年是解决问题
的有利时机，银行的优先任务
是提高盈利能力和清理资产负
债表。

努伊当天在欧洲央行银行
业监管委员会年度新闻发布会
上指出，欧元区银行业正处于
解决自身问题的有利时机。首
先，欧元区经济持续扩张，各成
员国和各行业普遍实现增长；
其次，技术进步使银行可通过
数字化来实现增收减支；第三，

《巴塞尔协议 III》去年完成修
订，使得全球银行业监管规则
更稳定；第四，欧元区银行业实
施单一监管已步入第四年，监
管框架已经稳定且可预测。

努伊认为，欧元区银行应
设定长期目标和发展路线，通
过合理的战略流程和强有力的
管理提高盈利能力。为此，银
行应在削减成本的同时加大对
风险管理的投入。

当前，不良贷款阻碍了银
行业盈利水平的提升以及为实
体经济融资的能力。截至去年第三季度，欧元区银行
业不良贷款总规模达7600亿欧元。努伊指出，银行应
利用当前有利时机削减不良贷款。她还说，欧洲央行
将于 3 月出台修订后的削减不良贷款指引，并提醒各
银行为新一轮压力测试做好准备。

欧洲央行执委、欧洲央行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副主
席劳滕施莱格表示，银行业的安全和健康不仅有赖于
好的监管，还依赖合理的监管规则。作为一项全球标
准，《巴塞尔协议III》必须在所有国家得到及时全面的
执行。

劳滕施莱格还说，考虑到英国“脱欧”后的业务布
局，已有8家银行正式申请相关欧盟牌照，另有4家银
行明确计划在欧元区拓展业务。她敦促有迁移业务打
算的银行于今年6月底以前提交申请。

劳滕施莱格重申，作为监管机构，欧洲央行不允许
任何“空壳银行”进入欧元区。

欧洲央行全面承担欧元区银行业单一监管职能，
目前直接监管欧元区最主要的 100多家银行，这些银
行占欧元区银行业总资产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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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 11 月份启动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首次加息之后，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
会在日前的议息会议上再次展现出了鹰派
立场。

在2月7日的会议上，货币政策委员会
虽然全票一致通过维持当前基准利率和资
产购置规模不变的决议，但明确表示未来将
以快于预期的速度收紧货币政策。

央行此次提升加息预期的理由与去年
加息时相同。一方面，在当前脱欧进程压
制经济增长潜力的情况下，英国经济按照
现有路径发展，可利用的剩余产能已经不
多，英国央行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对经
济增长的支持效果将大幅下降。另一方
面，英镑贬值将使通胀在未来 3 年内高于
2%的目标区间。因此，当前英国央行维持
经济增长与通胀适度平衡的压力正在下
降，且更多倾向于控制通胀。

英国央行最新公布的通货膨胀报告印
证了这一逻辑。在经济增长层面，英国央行
强调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呈现出7年以来的最
佳水平，去年四季度全球经济增速已经与危
机前10年内的平均水平一致，使得英国的
海外需求环境明显改善。在此前英镑贬值的
激励下，海外贸易对于英国经济增长的拉动

效果明显增强。虽然通胀上升侵蚀英国消费
者实际可支配收入，但是国内消费增长动力
不足已经被海外需求所弥补。

因此，英国央行在此次通胀报告中再
度上调未来经济增速，分别将 2018 年、
2019年和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去
年 11 月份展望的 1.6%、1.7%和 1.7%上调
至1.8%、1.8%和1.8%。

与此同时，在海外需求的刺激下，英国
国内产能剩余规模有所下降。这一方面体
现在国内失业率长期处于4.25%左右的历
史低位，已经接近自然失业率水平。另一
方面，当前英国国内企业整体盈利能力持
续改善，融资环境持续优化，即使面临脱欧
不确定性，英国国内商业部门在全球需求
提振的影响下也开始加速企业投资，应对
产能不足的问题。

在英国经济运行接近增长潜能上限的
同时，通胀预期仍然维持高位。英国央行
认为，2017 年 12 月份通胀下行 0.1%至
3%，这一小幅下滑并不足以改变其远高于
2%目标区间的态势。英国央行预计，未来

3 年通胀虽然会缓慢下降，但是都将处
于2%以上水平。在近期内，全球油价高
企意味着未来通胀回落的进程将更为缓
慢。因此，英国央行预计 2018 年一季
度、2019 年一季度和 2020 年一季度的
通胀水平分别在 2.9%、2.3%和 2.2%的
水平上。

基于上述判断，英国央行货币政策
委员会明确表示，“如果经济增长和通胀
走势呈现预期走势，则需要进一步退出
货币刺激政策，确保通胀逐步回落”。

不仅如此，英国央行甚至在此次会
议纪要中借用市场数据暗示这一加息过
程将快于去年 11 月份的展望。央行表
示，“在此次会议之前，市场上已经预计
未来3年内将会出现3次25个基点的加
息。去年11月份的市场预期为3年内2
次加息。这表明，市场的预期更为鹰
派。目前，市场预期 5 月份议息会议加
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高达50%”。

在惜字如金的会议纪要中，整段引
述了国债市场期权数据分析结果，这在

近几年中极为罕见，似乎是在向市场表明
英国央行在全球股市波动期间执行货币政
策的态度。

分析认为，这与近期市场形势相关。
英国央行此次议息会议召开之时，正值全
球金融市场仍在消化美股巨幅下跌带来的
影响，但英国央行对此次波动似乎并不担
心。货币政策委员会认为，美股市场波动
带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虽然当前尚
无法确定此次市场修正可能持续的时间长
度和幅度，也无法确定是否会在未来伤及
实体经济，但从短期看，全球整体金融环境
仍然相对积极。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美股和欧洲股市
的波动与投资者担忧发达经济体央行加速
退出宽松政策有关。在股市重挫之后，就
有市场分析人士强调美欧英央行应放缓推
进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避免金融市场大
幅波动。因此，英国央行此次大段引述市
场分析结果似乎也是在向这些市场人士重
申和强调其加息降通胀的决心。

英国央行这一姿态也在当日市场上得
到了投资者的充分意会。在外汇市场方
面，英镑对美元汇率在伦敦时间中午12时
央行决议公布之后迅速拉升 100 多个基
点，伦敦交易时间收盘时全天上涨 0.86%
至1.40上方。在国债市场方面，10年期英
国国债收益率也在消息公布后短时间内从
1.54%上升至1.60%，最终以1.61%收盘。

海外需求改善 通胀预期升高

英国央行将加速退出宽松政策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德国出口总额达到 12794 亿欧元，同比增长
6.3%。去年德国进口总额为 10346亿欧元，同比增长
8.3%。数据显示，去年德国贸易顺差高达 2449 亿欧
元，较2016年的2489亿欧元略有回落。

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向其他欧盟成员国出口总额为
7500亿欧元，进口总额为6825亿欧元，同比分别增长
6.3%和7.9%，维持了相对较高的增幅。在同非欧盟成员
国贸易方面，德国去年向非欧盟国家出口总额达到5294
亿欧元，进口3521亿欧元，同比分别增长6.3%和9.1%。

德去年对外贸易顺差2449亿欧元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日本财务省近日
公布的国际收支速报显示，2017 年日本包括货物、服
务和投资收益的经常项目收支盈余达21.8742万亿日
元，同比增长7.5%，创200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盈余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企业海外子公司分红
等利润回流。日本对外投资增加的同时，由于日元汇
率走低，导致日元结算的利润同比增加 9.1%，达
19.7397万亿日元，这是继 2007年以后的历史第二高
纪录。此外，国际旅游收支盈余增加32.9%，达1.7626
万亿日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日本去年国际收支盈余增长7.5%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郭凯报道：加纳央行近日发
布了《经济金融数据概要》，去年该国货物进出口贸易
额为264.36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9.94%。

具体来看，去年出口 137.52 亿美元，较上一年增
长23.48%；进口126.84亿美元，较上一年下降1.75%；
实现贸易顺差 10.68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比重为 2.3%。三大主要出口产品黄金、石油、可可的
出口额分别为 57.86 亿美元、30.19 亿美元和 27.11 亿
美元，占加纳出口总额的83.73%。预计今年仍将保持
较强增长势头，并拉动经济增长。

加纳实现贸易顺差10.68亿美元

本报首尔电 记者白云飞报道：韩国银行（央行）
日前公布了韩国 2018 年 1 月份外汇储备情况。数据
显示，韩国2018年1月份外汇储备总额达3957.5亿美
元，较上一个月增长64.9亿美元，近6个月持续保持增
长势头。

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近来多个
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呈现整体升高趋势，从而
导致以美元计价的韩国外汇储备金额有所上升。二是
韩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稳步增加。其中，有价证券
是韩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投资方向，今年 1 月份共收益
93亿美元。

韩国外汇储备达3957.5亿美元

2月8日，在俄

罗斯首都莫斯科古

姆商场，顾客走过

结合中国元素设计

的柜台。

“古姆商场喜

迎中国春节”活动

8 日正式开幕，活

动将持续至2月28

日。在此期间，商

场餐厅将提供中国

厨师制作的美食，

商场电影院将放映

多部中国电影。

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摄

莫斯科商场

喜迎中国年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据法
国媒体报道，面对大规模偷漏税损失，法
国政府近日将出台严厉措施打击偷漏税
行为。

据法新社报道，作为高赋税、高福利
的欧洲国家，法国每年因偷漏税造成的损
失约为600亿欧元至800亿欧元，使政府
财政税收蒙受了巨大损失。对此，法国政

府拟推出系列措施，包括公布诚信名单、
设立专门调查机构、改进信息技术及引入
辩诉交易等，严厉打击偷漏税行为，规范
税收征缴工作。

法新社指出，在诸项措施中，最具象
征意义的是公布诚信名单，即在税务刑事
案件中涉及有罪判决时，除非法官作出例
外决定，否则将一律曝光欺诈者信息。法

国总理菲利普近期在议会讲话中表示：
“法国人民有权知道是谁在企图逃避大家
都应承担的合法纳税义务。”同时，法国公
共财政部部长达尔马南也在近期接受媒
体采访时透露，政府未来将设立一个专门
的部门以帮助现有财政部下辖“打击税务
犯罪小组”的司法调查，以便在行政监管
手段上给予强力支持。

法国将严厉打击偷漏税行为

本版编辑 徐 胥

2月 8日至 10日，印尼外长蕾特诺·马

尔苏迪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

毅共同主持两国政府间双边合作联合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

2017年是中国与印尼双边关系充实深

化的一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

间，习近平主席同印尼总统佐科举行第六次

会晤，双方就“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海洋

支点”战略对接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国

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双边贸易额达633亿

美元，中国连续7年成为印尼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达34亿美元，中国继续

保持印尼第三大投资来源国地位；赴印尼中

国大陆游客达205.9万人次，中国连续两年

成为印尼第一大外国游客来源地，旅游胜地

巴厘岛已成为中国公民境外游的主要目的

地之一；大熊猫“彩陶”和“湖春”承载着中国

人民的友谊和祝福，给广大印尼人民和赴印

尼外国游客带来了喜庆和欢乐。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中

国经济增长、中国发展理念、中国生活方式

对印尼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发展的积极

效应日益凸显。例如，坚持长期经营理念

的中国企业给印尼带来资金、技术的同时，

为当地解决就业、增加税收，有力促进地方

经济产业链条上下不断延伸、行业生态体

系不断完善丰富作出贡献。中兴通讯、格

力电器等一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

军，让印尼广大消费者开始发自内心地拥

抱“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理念，预示着中

国优势产品和优势行业有望给印尼带来新

一波产业升级和消费转型。又如，作为“一

带一路”上中国先进发展理念的践行者和

传播者，中国企业坚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理念，大力培训本地员工、积极扩大

校企合作、持续回馈当地社会，多渠道、多

层次提高本地化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部

分中企已由本地员工担任中高层领导，为

支持印尼发展和推动两国合作培养了一支

国际化高素质人才队伍。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

中国与印尼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

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富强的中国，不仅将惠

及十几亿中国人民，也将给包括印尼在内的

世界各国提供机遇，两国全面发展和务实

合作的光明前景愈加令人期待。

蕾特诺访华前特别指出，在国际地

区形势深刻变化的形势下，印尼等东盟

国家愿以建设性态度，与中国加强战略

沟通，推进区域自贸谈判，共同建设开放

包容、友好合作的地区架构。印尼投资

协调委员会主席莱姆邦多次表示，“一带

一路”重要倡议的提出，是世界经济有史

以来最大的综合性开发计划，对包括印

尼在内相关各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他认为，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在

相关国家的快速推进及其正面效应的溢

出，印尼的机场、港口、道路、桥梁、电站

等与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不断完

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旅游

等服务经济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

点，这与印尼将旅游作为吸收更多就业、

创造更多财富、振兴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的规划形成互补，因而旅游及其配套行

业的共同开发，有望成为改变两国人民

生活方式、提高两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

领域。

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是中

国与印尼合作的重要落脚点。中国国家发

展改革委和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的《“一带

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要推进“东

亚海洋合作平台”和“中国—东盟海洋合作

中心”建设，共同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建设，携手打造蓝色经济增长点，为“一带

一路”重要倡议对接印尼等相关重点国家

发展战略、促进海洋经济和人文交流指明

了新方向、提供了新思路。

中方的这一新设想，得到了印尼政商

界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回应，希望与中方一

道努力提供更多的海洋公共服务产品，如

强化海洋防灾减灾合作、实施以生态系统

为基础的海洋综合管理等；一道推进蓝色

伙伴机制和能力建设，如在海洋经济发展

规划、海洋空间规划和园区设计等方面强

化合作，共同打造一批受到国际认可的海

洋项目，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

人才；一道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海

洋伙伴关系，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不

断提高，印尼则是东盟大国和地区外交中

心，双方将推动中国—东盟就海洋发展形

成更紧密、更有效的伙伴关系，将海上丝绸

之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

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中国与印尼更高水平合作前景光明
田 原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与印尼确立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5周年。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富强的中国，不仅将惠及十几亿中

国人民，也将给包括印尼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机遇，两国全面发展和务

实合作的光明前景愈加令人期待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澳
大利亚统计局发布的最新贸易数据显示，
2017年澳煤炭年出口额比上年增加35％，
达到 565 亿澳元，创历史新高。受益于高
效的煤炭生产和亚洲地区持续增长的消费
需求，澳大利亚煤炭出口连年保持强劲增
长势头。

2017 年煤炭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出口
产品，铁矿石则以 633 亿澳元出口额排在
首位。澳大利亚出口煤炭主要产自新州和
昆州，包括用于发电的热能煤和用于炼钢
的冶金煤。2017 年澳热能煤出口量为 2
亿吨，出口额208亿澳元；冶金煤出口量为
1.72亿吨，出口额357亿澳元。

另据“澳华财经在线”报道，2017
年澳大利亚煤炭首要出口市场仍然是亚
洲，除来自北亚的老牌市场外，还包括
东南亚和印度等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为
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东南亚对于新
一代高效能、低排放 （HELE） 燃煤发
电厂的投资热情高涨，该地区正逐渐成
为澳大利亚煤炭的出口新市场。过去一
年，澳大利亚对东南亚市场的煤炭出口
额约 20亿澳元。

澳矿业委员会执行董事格雷格·埃文
斯认为，澳大利亚煤炭产业具有高效生产
的竞争优势，以及接近重点出口市场的地
理优势，特别是强劲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人
口增长潜力，为澳煤炭出口产业带来了长
期支撑。他认为澳大利亚高品质冶金煤是
全球最优质的现代钢铁制造原料之一。无
论用于热能发电还是用于钢铁生产，澳大
利亚煤炭的质量都是无可挑剔的，其所拥
有的高产能和低灰洁净特性与亚洲地区投
建的HELE燃煤电厂要求非常匹配。

澳去年煤炭出口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