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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与新开发银行开展联合融资
项目

10 月 13 日，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张文才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
首席执行官祝宪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年会期间，共同商议开
展联合融资，包括印度孟买马哈拉施特
拉铁路运输项目和中央邦印多尔地铁铁
路项目等。近期，两大机构已正式启动
评估审查机制以确定最终预算，做好未
来联合融资相关安排。张文才表示，亚
行与新开发银行将进一步加强经济交
流与合作，推动各自在融资方面的能力
建设，使其成员国的发展利益得以最大
化。未来两大机构将在可再生能源、能
源效率、清洁运输、可持续水管理以及
污水处理等领域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

美联储发布褐皮书

10月19日，美联储发布褐皮书显示，
2017 年 8 月 22 日至 10 月 6 日美国经济温
和增长，多数地区劳动力市场紧俏，尤
其是建筑、运输、制造业和医疗服务行
业 ；大部分地区工资上涨乏力，消费者
支出增长缓慢 ；受飓风和劳动力普遍短
缺影响，多数地区制造业成本投入加大，
制造业活动小幅提升，但通胀仍低迷，
美联储年内第三次加息充满不确定性。

印度将向国有银行注资 320 亿
美元

10 月 25 日，印度财政部宣布将在
未来两年向国有银行注资 2.11 万亿卢比

（约 320 亿美元），规模超过去 10 年来总
和，为印度有史以来最大银行业注资计
划 ；同时宣布在未来五年内投资 6.9 万
亿卢比，修建约 8.4 万公里道路和桥梁。

巴西央行降息 75个基点

10 月 25 日，巴西央行发布利率决

议，降息 75 个基点至 7.5%，此前已连续
四次降息 100 个基点 ；认为适度放缓宽
松步伐是适宜的，重申货币宽松政策取
决于经济活动、风险均衡及通胀前景。

世行发布《2017—2018年全球
投资竞争力报告》

10 月 25 日，世行发布《2017—2018
年全球投资竞争力报告》指出，稳定的
营商环境、有效的监管措施和稳定的政
局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关
键因素 ；全球投资者在选择投资目的地
时，通常会优先考虑政治稳定安全、宏
观经济形势良好和有利的监管环境等因
素 ；建议发展中国家提升监管效率和行
政机关透明度、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消
除基础设施瓶颈，以吸引外资，降低经
济运行风险。

欧洲央行削减月度购债计划

10 月 26 日，欧洲央行召开货币政
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零利率政策不
变，将月度购债计划从 600 亿欧元削减
至 300 亿欧元，并从 2018 年 1 月起连续
实施 9 个月。

美国国会通过2018财年预算案

10 月 26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
过参议院版预算案。该预算案使税改法
案可在参议院投票时只需简单多数即可
通过 ；且允许税改在未来 10 年增加赤
字 1.5 万亿美元。

亚行发布《2017年亚洲经济一体
化报告》

10 月 27 日，亚行发布《2017 年亚洲
经济一体化报告》认为，亚太地区贸易
和投资日益密切，有助于该地区抵御全
球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因素，增强经
济韧性 ；2016 年亚洲区域内贸易份额增
长至 57.3%，创历史新高 ；区域内的外国

直接投资增长至 2720 亿美元，在该地区
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的占比上升 7 个百
分点至 55%，将有助于推动该地区在全
球的贸易增长 ；2016 年亚洲的外国直接
投资流出量上升 11% 增至 4820 亿美元，
主要投资领域为可再生能源、自然资源、
半导体和信息技术 ；报告还提出了亚太
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指数，从贸易与投资、
货币与金融、区域价值链、基础设施与
互联互通、人员往来以及机构与社会融
合六项要素，对区域一体化程度进行衡
量 ；报告建议各国保持良好的宏观经济
基本面，进一步加强国家监管框架与机
构能力，进一步发展本币债券市场，加
强区域监管合作，审查并加强现有的金
融安全网，防范潜在的传染和溢出效应。

IMF 称亚洲经济增长势头强劲

近日，IMF 发布最新《亚太地区经
济展望》指出，亚洲继续领先全球经济，
预计 2017 年经济增速为 5.6%，2018 年为
5.5% ；随着 2017 年上半年大量资本流
入，亚洲财政状况向好 ；该地区经济增
长可归因于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的
经济增长强于预期，弥补了澳大利亚和
印度的经济疲软 ；预计 2017 年中国经济
增长 6.8%，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持
续增长 ；2017 年上半年，日本连续六个
季度保持高速增长势头，由于外部需求
回升、国内消费增加，预计 2017 年经济
增速将达 1.5%。展望未来，亚洲地区整
体经济增长强劲，短期风险大致平衡 ；
但全球货币政策环境收紧，新兴和发展
中的亚洲经济体可能会面临资本外流的
冲击 ；此外，亚洲经济体由于贸易开放
和融入全球价值链而容易受到贸易保护
主义的冲击，全球转向内顾政策可能会
抑制亚洲的出口，并减少对该地区的外
国直接投资 ；地缘政治风险升级也可能
对亚洲中期增长前景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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