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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经

第22届APEC财长会在菲律宾
举行

9 月 10 日至 11 日，第 22 届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APEC）财长会在菲律宾宿务
举行。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率中国代表
团出席了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全球和
区域宏观经济形势、区域金融一体化、财
政改革与透明度、金融体系弹性和基础
设施发展融资等议题。会议发表了联合
声明和《宿务行动计划》。

第七轮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在
北京举行

9月14日，第七轮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在北京举行，本轮谈判是6月底第17次中
欧领导人会晤后的首轮谈判。双方致力于
尽快达成一个高水平、全面的投资协定。
在2015年年底前，谈判的重点是争取就协
定范围达成一致，并形成合并文本。

日本维持以每年80万亿日元
速度扩大基础货币规模

9月15日，日本央行发布消息称，维
持以每年 80 万亿日元速度扩大基础货币
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将遵循以下方针 ：
一是日央行将购买日本政府债券，使其
未偿余额以每年 80 万亿日元速度增长。
为降低收益率曲线利率水平，日央行将
根据金融市场状况采取灵活方式进行资
产购买。央行购买债券的平均剩余期限
约7—10年。二是日央行将购买交易所交
易基金（ETFs）和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

（REITs），使其未偿余额分别以每年 3 万
亿和900亿日元速度增长。三是日央行将
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的未偿余额分别保
持在2.2万亿和3.2万亿日元水平。

OECD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9 月 16 日，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发布数据显示，受中国和巴西
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放缓的影响，2015
年和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速从 6 月份预测
的 3.1% 和 3.8% 下调至 3% 和 3.6%，全球
经济前景较几个月前变得更加疲软。美
国经济表现良好，2015 年经济增速预估
从 6 月份的 2% 上调至 2.4%，美联储未
来的加息节奏比何时加息更为重要。欧
元区经济前景是近四年来最好的，预计
2015 年欧元区经济将增长 1.6%，2016 年
将增长 1.9%。欧元区当务之急应当是修
复银行体系并解决不良贷款问题，而不
是近期部分经济学家所建议的继续加大
刺激力度。新兴市场方面，2015年和2016
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 6.7% 和 6.5%，印
度有望达到 7.2% 和 7.3%，巴西的经济前
景尤为疲弱，预计今明两年将分别萎缩
2.8%和0.7%。

美联储维持0%—0.25%基
准利率不变

9 月 17 日，美 联 储 联 邦 公 开 市 场
委员会（FOMC）发表声明，维持 0%—
0.25% 基准利率不变。当劳动力市场进
一步改善且通胀率接近 2% 目标时，将
择机加息。自 7 月份 FOMC 会议来，美
国经济继续温和扩张，家庭支出和企业
固定投资温和增长，房地产市场进一步
改善，净出口较为疲软 ；劳动力市场持
续改善，新增就业人数稳固增长，失业
率下降 ；通胀水平持续低于美联储长期
目标水平。

第三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
对话在北京举行

9月18日，第三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
金对话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马凯
与法国财政和公共账目部长萨潘共同主
持了对话。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出席对话
并做专题发言。本次对话达成 40 项共识

和成果。双方同意重点推动核能、航空航
天、金融、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等领域合
作，还就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
货币篮子、推进大项目合作、设立第三方
市场共同基金等问题达成重要共识。

亚投行与亚行就确定联合融
资项目合作达成共识

9 月 21 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候任行长金立群会见亚洲开发银行行长
中尾武彦，双方就深化机构间的合作进
行了深入交流。双方重申，将共同致力于
亚洲地区的发展，并同意着手确定亚投
行可以参与融资的亚行未来项目。

第七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在
北京举行

9 月 21 日，第七次中英经济财金对
话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与英
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共同主持了对话。本
次对话旨在积极落实两国政府首脑去年
达成的共识，并为两国领导人的即将会
晤积极做好准备。本次对话共达成 53 项
成果。双方同意推进核能、高铁等大项目
合作，并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国际产能合
作。双方就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对
接“一带一路”和英国“北方经济增长区”
计划、深化两国金融合作、推动中欧投资
协定谈判等达成重要共识。

2016财年欧盟将增加预算应
对外部危机

9 月 22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
表讲话称，欧盟 2016 财年预算草案中将
大幅增加难民庇护和安全两类基金预
算。其中，约 90 亿欧元用于应对如叙利
亚和乌克兰危机等外部危机。此外，欧
盟 2016 财年预算为 1435 亿欧元，名义增
长率为 1.6%。

（财政部亚太中心提供）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际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