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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资讯

国际财经

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第
二轮谈判在北京举行

5月9日至13日，中国——格鲁吉亚
自贸区第二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货
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竞争、知识产
权、环境、电子商务、原产地规则、海关
程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
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贸易救济以及法律问
题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并就部分议题达成
了一致。双方商定，第三轮谈判将于2016
年7月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

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日本
举行

5月20日，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
行行长会议在日本仙台举行，日本、美
国、德国等主要成员国未能就汇率波动及
实施财政刺激等关键议题达成一致。汇率
问题是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各国财
长和央行行长一致认为，过度的汇率波动
将有损实体经济，同时承诺将避免竞争性
货币贬值。本次会议还就目前全球经济面
临的下行风险进行了讨论，并同意采取财
政、货币政策及结构性改革等措施共同支
持全球经济增长。但在关键性的扩大财政
支出问题上，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未能协
商一致。此外，各方还就打击恐怖主义、
难民危机及英国可能退出欧盟等全球经
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交换了意见。

OECD国家一季度GDP增速
稳定在0.4%

5月20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发布季度报告称，今年一季度
OECD国家实际GDP增速与上季度持平，
环比稳定在0.4%，但各经济体增长势头
出现分化。数据显示，英国和美国一季度
GDP增速分别从上季度的0.6%和0.3%放
缓至0.4%和0.1%；日本GDP增速起伏明

显，从上季度的-0.4%反弹至0.4%；德国、
法国、意大利、欧盟和欧元区国家的GDP
增速分别从上季度的0.3%、0.3%、0.2%、
0.4%和0.3%升至0.7%、0.5%、0.3%、0.5%和
0.5%。同比方面，OECD国家一季度GDP
同比增速放缓至1.8%，低于上季度同比2%
的增速。七大主要经济体中，英国和美国
分别以2.1%和1.9%的同比增速位居第一、
二位，日本以0%的同比增速垫底。

巴西临时政府宣布首批经济措施

5月24日，巴西代总统特梅尔宣布，
为抑制迅速攀升的公共开支和恢复经济
增长，新政府推出了其执政12天来的首
批经济措施，希望国会加快审理与批准。
关于降低公共债务，临时政府提出两项计
划：一是从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银行中
赎回1000亿巴西雷亚尔；二是动用主权
基金还债。此外，新措施为公共开支增幅
设限，要求不得超过上年的通货膨胀率，
并强调为私人资本参与石油开发开辟道
路。临时政府提出，2016年财政赤字目标
为1705亿巴西雷亚尔(约487亿美元)，较
前任政府高76%。

加拿大央行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5月25日，加拿大央行发布消息称，
将维持隔夜利率0.5%、银行利率0.75%、
存款利率0.25%不变。加央行表示，一季
度加拿大经济增速与预期相符；受阿尔
伯塔省森林大火影响，二季度经济增速将
降至1.25%，大幅低于预期；预计三季度
经济将恢复。受石油价格变动影响，CPI
近期有所上升，但仍低于2%目标。加央
行预计，2016—2018年加拿大GDP增速
将分别为1.7%、2.3%和2%。 

联合国发布更新版《2016年世
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近日，联合国发布更新版《2016年

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称，全球经
济增长持续疲软，预计2016年和2017年
全球经济将分别增长2.4%和2.8%。由
于发达经济体总需求持续疲软将继续拖
累全球经济增长，报告将2016年全球经
济增速较2015年12月的预测值下调了
0.5%。报告将今年美国、日本和欧盟的
经济增速分别下调0.4、0.8和0.1个百分
点，但维持对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速预期，
分别为6.4%和7.3%。报告称，今明两年
中国经济将分别增长6.4%和6.5%，与中
国政府设立的增长目标基本一致；预计
今年俄罗斯GDP萎缩1.9%；巴西由于
政治危机加深，通胀上升，财政赤字激
增和高利率等因素，今年GDP预计将萎
缩3.4%。报告指出，全球经济下行风险
依然偏高。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容易出现
资本流动和汇率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
可能会随全球利率差异扩大而加剧。另
外，大宗商品价格的进一步下降可能加
剧某些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经济体的债
务负担。鉴此，加强各国宏观政策协调
可以减轻部分经济体宏观政策的负面
溢出效应并遏制金融市场波动。报告认
为，大宗商品价格低迷、财政和经常账
户日渐失衡、政策收紧等因素对非洲、
独联体、拉美及加勒比地区许多大宗商
品出口经济体的前景带来负面影响。恶
劣天气、政治挑战和资金大量外流也在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剧了经济增长
压力。报告预计，今明两年最不发达国
家经济增速分别为4.8%和5.5%，远低于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至少7%的GDP增
长”。这将影响最不发达国家在教育、卫
生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急需的公共开支
和减贫进展。按人均计算，许多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的GDP增长放缓尤为明显。
在非洲，2015—2017年人均GDP增速预
计仅能达到每年0.4%。

（财政部亚太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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