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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经

财经资讯

白宫公布特朗普施政纲领

1 月 20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未
来经济目标，即未来 10 年新增 2500 万个
就业岗位，使美国经济增速重回 4% ；同
时，推出新政府施政纲领与优先事项，包
括改革能源计划、调整外交政策、重振就
业与增长、重新谈判贸易协定等。

韩国计划推进四大产业结构调整

1 月 25 日，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
财政部长柳一镐发表讲话称，将按照
2016 年确立的原则和构架，全面推进造
船、海运、钢铁、石化四大产业结构调整。
造船业方面，三大造船企业 2017 年自救
计划执行金额将达 4 万亿韩元，执行率
将提升至 80%。同时，韩政府将加大对造
船业的支持力度。海运方面，将推进规
模达 6.5 万亿韩元的金融支持项目，包括
韩国船舶会社正式运营，以及由其通过
海洋基金收购釜山新港韩进码头等。钢
铁方面，年内还将继续挖掘供给过剩品
种，并完成 6 个企业重组项目，同时推进
超轻量、多功能结合型高性能材料的开
发，以及构建智能、环境友好型工程等。
石化方面，扩大清查供给过剩范围至全
行业，拟促成至少 4 个企业重组项目，并
扩大对电动汽车、无人机等未来产业所
需的高性能化学材料的研究开发。

世行发布 2017 年《世界发展
报告》

1 月 30 日，世界银行发布其年度旗
舰报告之一的 2017 年《世界发展报告》。
报告以“治理与法律”为主题，探讨社会
权力分配不公如何影响政策效力以及如
何通过完善制度和法律体系，改善政策
效果。报告认为，有效的政策措施需要包
含三个要素 ：坚定的政策承诺，有效的
政策协调和鼓励合作的政策取向。世行

行长金墉指出，随着公民对有效的公共
服务、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平的制度环
境的需求不断上升，政府应尽可能地高
效和透明地利用公共权力，合理分配资
源。如果没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消除极端
贫困和促进繁荣共享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
0.5%—0.75%不变

2月1日，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
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5%—0.75%水平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美联储表示，自2016年12
月底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继续改善，经
济继续保持温和增长，消费者和企业信
心明显改善，通胀也有所回升，但仍低于
美联储2%的目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仍
较疲软。随着逐步调整货币政策，美国经
济将继续温和扩张，就业市场将进一步
改善，通胀水平也将在中期内回升至2%。

英国下议院首轮投票支持授权
政府启动“脱欧”

2月1日，英国下议院以498票赞成、
114票反对通过议案，授权英国政府触发
欧盟《里斯本条约》第50条，启动退欧流
程。此次投票结果扫清了退欧的第一道
法律障碍。下议院将于2月8日进行第二
轮投票，再将议案递交上议院。

世行预测 2017 年大宗商品
价格将全面上涨

近日，世行发布季度《大宗商品市场
展望》报告指出，2016年大宗商品市场价
格已见底，2017年大宗商品价格将实现全
面上涨，其中能源和工业类大宗商品价格
将大幅上升。根据报告，受石油输出国组
织（OPEC）成员国石油减产的影响，原油
价格有望升至 55 美元 / 桶，较 2016 年增
长29%。金属价格预计增长11%，这主要

是由于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需求增强。农
产品市场供给充足，价格增长或不足1%。
贵金属价格预计下跌7%，主要原因是市
场利率上升和需求不足。

联合国发布《2017 全球经济
形势与展望》报告

近日，联合国发布《2017 全球经济
形势与展望》报告称，全球经济进入缓慢
增长期，未来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分
别为2.7%和2.9%。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
要受美国去库存周期结束和日本有关经
济政策驱动。此外，由于大宗商品价格趋
稳，通货膨胀压力缓解，发展中国家商品
出口将增加。得益于强劲的内需和融通性
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行，东南亚较其他地区
或将实现更大幅度的经济增长。报告指
出，投资疲软是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最
主要原因。由于全球需求下降和投资风
险的提高，主要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普遍
出现投资疲软态势。投资低迷或将对中
长期的劳动力增长和创新技术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导致生产率增长迟缓。而贸易
增长放缓是导致全球经济低增长的另一
因素，联合国预计，全球贸易增速在2017
年和2018年预计分别为2.7%和3.3%。全
球需求结构和不确定性增加，以及全球
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均限制了全球贸易
增长。此外，全球经济仍面临如美国新政
府宏观政策和英国“脱欧”等诸多不确定
性，或使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报告指
出，欠发达经济体预计在2017年和2018年
将分别实现5.2%和5.5%的经济增长，低
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的7%的
增长目标。低经济增长将会对医疗、教
育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公共支出产
生威胁。未来若不能实现加速增长，2030
年前实现大幅度减贫的目标恐难实现。 

（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提供）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际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