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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全國人大常委

會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史耀斌1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財富管理論壇2023年

會時表示，大國博弈驅動國際分工秩序重構，面對全球

變局，中國必須善於化危為機，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兩

個大局。史耀斌提出着力打通影響「雙循環」相互促進

的堵點，防止內外循環脫鈎，加大財稅幫扶力度助力中

國企業「出海」及搶佔供應鏈中高端，提高中國參與和

構築全球供應鏈的主動權，同時要推進數字經濟等重點

領域對外開放。

增財稅幫扶助中企搶供應鏈主動權
全球財富管理論壇年會 財金官員談應對全球變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財經智庫18日發布的一份全球經濟
信心指數調查報告顯示，78.9%的受訪者
認為2023年中國經濟有望走出新冠疫情
的影響，疫情防控政策優化調整經濟秩
序回歸常態，2023年中國經濟穩定回升
可期，但中國出口可能面對重大壓力，
警惕成為經濟增長拖累因素。放眼世
界，全球經濟仍處於復甦與調整周期，
高通脹與烏克蘭危機是最重要風險源。
財經智庫和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國務院發展研
究中心等機構的專家組成聯合課題組，
對來自企業界、金融機構、學界、政府
機構、境外人士等領域共801名人士進行
問卷調查，得出2023全球經濟信心指數
報告。

多領域恢復支撐發展
報告指出，2023年中國經濟社會全面

恢復正常，促進經濟恢復發展的各方面
因素互相促進，預計與2022年相比中國
經濟整體將呈回升態勢，政府工作報告
對2023年經濟增長目標確定在5%左右，
受訪者對全年經濟多持相對樂觀預期。
鑒於去年經濟增長基數較低，隨着復甦
進程中的就業崗位增加、居民消費回
暖，決定經濟發展態勢的投資消費等都
將不同程度恢復，中國的市場規模以及
在綠色低碳產業發展上的先發優勢，也
將支撐實體經濟逐漸恢復發展。
2022年底以來，國家為支持房地產業

健康發展連續出台了系列政策支持。調
查顯示，受訪者對2023年中國房地產市
場發展態勢偏向擔憂，房地產投資並不
是支撐投資增長的主要因素。在房地產
投資不太樂觀、基礎設施投資潛力有限

的情況下，2023年中國投資增長態勢更
多取決於民營經濟的發展信心，這將不
僅能夠擴大民間投資，支撐中國高效率
投資更快增長，還可以帶動整個社會經
濟發展的信心。

出口或面臨更大壓力
報告還提到，去年中國對外出口總額

達到3.59萬億美元，同比增長7.0%，出
口較快增長對拉動經濟發揮了重要作
用。但也要看到，去年四季度以來，中
國出口面臨較大的下滑壓力，10月至12
月的月度出口分別增長-0.3%、-8.7%
和-9.9%。2023年，中國對外出口可能面
臨更大的壓力，除了全球經濟低迷導致
的需求不振，中國出口的風險還疊加對
中國「脫鈎斷鏈」、中美衝突下的替代
效應等因素，產生的下滑深度可能比預
期要大。

高通脹等影響全球經濟
這份智庫報告還指出，2023年全球經

濟仍將經受烏克蘭危機、高通脹和產業
鏈重組等衝擊。由於高通脹持續，不少
發達國家的利率水平已經達到歷史高
位，可能會對眾多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穩
定帶來衝擊。烏克蘭危機久拖不決，對
歐洲以及更多地區的經濟正在產生破壞
性影響。此外，美國持續推動高技術領
域與中國「脫鈎斷鏈」也給全球經濟和
貿易秩序帶來了嚴重困擾。
「總體看，經濟增長仍處於復甦與調
整期。但隨着全球基本走出疫情陰影，
全球貿易和投資有望進一步恢復，東南
亞等不少地區經濟有望快速增長，受訪
者對全球經濟總體仍然保持相對樂觀的
判斷。」報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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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應
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邀請，國家主席
習近平將於3月20日至22日對俄羅斯
進行國事訪問。俄羅斯社會各界人士
高度評價近年來中俄關係的高水平發
展，熱切期盼習近平主席訪俄，相信
此訪將進一步加深兩國政治、經貿、
人文等領域合作，推動新時代中俄關
係取得新的更大發展，為世界發展進
步作出貢獻。

俄漢學家：新時代俄中關係成果豐碩
「俄羅斯民眾對習近平主席懷有崇
高敬意，熱切期待老朋友到訪。」俄

中友好協會第一副主席加林娜．庫利
科娃從事俄中公共外交事業逾65年，
曾被授予中國「友誼勳章」。她說，
習近平主席此次訪問凸顯中國對兩國
關係的高度重視，將推動兩國進一步
深化務實合作。
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教授尤里．塔

夫羅夫斯基是俄羅斯知名漢學家，他
撰寫的《習近平：正圓中國夢》是俄
羅斯首部關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
專著。得知習近平主席即將訪俄，塔
夫羅夫斯基激動不已。「2013 年 3
月，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後，首次出
訪就選擇了俄羅斯。十年後，習近平

再次當選國家主席後的首訪也選擇了
俄羅斯，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新
時代俄中關係成果豐碩，兩國在雙邊
和全球層面保持高水平互動，兩國領
導人之間的交流卓有成效。」塔夫羅
夫斯基說。

必將推動兩國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
近年來，「一帶一路」建設與歐亞
經濟聯盟對接合作結出纍纍碩果。俄
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德米特
里．諾維科夫說：「『一帶一路』倡
議影響着全球眾多國家和數十億人。
我們從這一倡議中看到的是平等互利
合作，倡議能夠促進各國產業發展、
人才隊伍擴大、就業崗位增加以及生
活條件改善。」
曾多次訪問中國的諾維科夫目睹了

中國的快速發展。他說，無論是中國
自身的進步，還是「一帶一路」倡議
的實施，都有助於推動地區乃至全球
發展。他期待在習近平主席此訪期間
兩國討論經貿合作問題，充分釋放俄
中經濟關係的巨大潛力。
著有多部中國文化題材作品的俄羅

斯功勳藝術活動家伊琳娜．扎哈羅娃
認為，習近平主席此次訪俄必將推動
兩國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她說，俄
羅斯和中國都擁有璀璨的文化，既各
具特色，又有相通之處，通過舉辦民
俗作品展覽、學術交流等文化活動能
夠不斷增強兩國民眾的相互理解。

俄羅斯社會各界熱盼習近平到訪

◆ 2018年2月9日，在俄羅斯聖彼得堡，俄羅斯小朋友在「中俄地方合作交流
年」活動中觀看四川風采文化展演。 資料圖片

全球財富管理論壇2023年會於3月18日在北京開幕，會議主題是
「以高水平開放應對全球變局」，多位來自財政、金融等領域

高官出席論壇闡述中國對外開放政策。

防止內外循環脫鈎
史耀斌在談到當前國際經濟形勢時指出，經濟全球化從高潮轉向低
潮，地緣政治衝突愈演愈烈。國際貿易和跨境投資增速放緩，大國奪
鏈的博弈加劇，脫鈎、斷鏈暗潮洶湧，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
鏈布局由「成本至上」轉向成本、市場、安全等多因素並重。
「目前美國的部分銀行和西歐的部分銀行已經顯現了運轉和信用的
難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已經陷入了債務困境，制約了全球財政和貨
幣政策的實施空間，降低了宏觀經濟政策應對全球的經濟衝擊和衰退
的有效性。」而在國內，「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
力仍然較大，經濟持續回升的基礎還不牢固。史耀斌由此指出，面對
全球變局，善於化危為機，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當前要着
力打通影響「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堵點，防止內外循環脫鈎。

推進立法 打通「雙循環」堵點
他提出多項打通「雙循環」堵點的措施，首先是推進立法，將制度
性開放的頂層設計與國家發展戰略一體規劃、一體推進，穩步擴大規
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史耀斌說，目前研究推動的立法
包括，推動國有資產的綜合立法，完善財政預算的法律制度體系，推
進稅法典的編纂，加強基本公共服務保證標準體系的立法研究。
與此同時，中國要完善負面清單制度，進一步破除制約貿易投資便
利化的體制、機制障礙；要與國際市場對接規則、協調規制，發揮自
貿區和自貿港壓力測試實驗室的作用，探索開發新舉措。

堅決遏制金融服務業等壟斷格局
另外，「加大財稅幫扶力度，提高中國企業打入海外市場和供應鏈
中高端的能力，提高參與和構築全球供應鏈的主動權。」在史耀斌看
來，「一帶一路」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將是
中國重構供應鏈的重要支點。
史耀斌提出，依託「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推動產業鏈、供應鏈、
價值鏈的重構，促進與沿線國家核心生產要素、區域優勢資源、產業
鏈上下游環節的合作，深入挖掘RCEP的市場潛力，在RCEP框架下
構建區域市場生產網絡和金融體系，適時推動RCEP協定升級。
史耀斌還提出，中國必須抓住、抓穩新一輪生產革命的脈搏，加強
金融服務業和數字經濟等重點領域的開放水平。同時，堅決遏制金融
服務業等領域壟斷格局，推進相關行業向社會資本開放；並且健全系
統性風險的評估、防範、預警和金融風險處置機制，特別注重對跨境
資本流動方面短期「熱錢」的監管，統籌擴大開放與維護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
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宣昌能18日表示，從目前
情況看，主要發達經濟體通脹短期內能否明
顯回落還存在不確定性，繼續保持較高利率
水平可能對銀行業等金融體系的穩健運行造
成不利影響，增大貨幣政策調控的「兩難」
甚至「多難」，未來全球財富管理面臨的挑
戰增大。而中國堅定實施穩健、正常的貨幣
政策，經濟增長穩中向好，並形成了難得的
低通脹經濟環境。「隨着中國經濟增長動能
逐步恢復和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中國金融
資產的投資屬性和避險屬性也會更加凸
顯。」

中國ESG領域具備較好投資前景
宣昌能在全球財富管理論壇2023年會上談

到，「近期，美歐個別少數銀行業機構暴露
出的風險表明，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的
快速調整在產生外溢效應的同時，也存在內
因影響。」宣昌能在全球財富管理論壇2023
年會上分析說，過去長期低利率環境使部分
金融機構習慣於在利率低波動性環境下擺布
資產負債，缺乏對利率短期、大幅波動的預
期和敏感性。矽谷銀行的資產負債特徵使其

對利率變化更為敏感並最終引發風險。
宣昌能認為，在全球經濟金融環境複雜變
化的背景下，中國市場的開放、穩定與發
展，為全球資產的多元化配置提供了新的機
遇和選擇。其中，環境、社會及治理領域
（即ESG領域）具備較多和較好的投資前
景。截至去年底，中國本外幣綠色貸款餘額
達到22萬億元，綠色債券存量約1.5萬億元，
資產規模位居全球前列。

銀保監會副主席：擴銀行業保險業制度型開放

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曹宇出席同一場合時
表示，下一步中國穩步擴大銀行業保險業制
度型開放的重點，首先是主動對照《全面與
進步跨太平夥伴關係協定》和《數字經濟夥
伴關係協定》等高標準經貿協議規則，進一
步提升中國金融業的制度型開放水平；其次
是推動監管規則與國際接軌，未來將在氣候
變化、綠色金融、數字經濟等領域進行積極
探索和嘗試；第三是在內外資一致的基礎
上，主動回應外資金融機構的訴求，創造公
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央行副行長：中國金融資產投資和避險屬性凸顯

◆全球財富管
理論壇2023年
會於3月18日
在北京開幕，
會 議 主 題 是
「以高水平開
放應對全球變
局」。

香港文匯報
北京傳真

◆多位來自財政、金融等領域官員出席全球財富管理論壇2023年會時，闡述了中國對外開放政策。圖為海信視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黃島基地，工人
加緊趕製外貿訂單。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