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 行於華盛頓時間5月17日發表名為《2011全球
發展地平線——多極化：新的全球經濟》的報

告顯示，至2025年，巴西、中國、印度、印尼、韓國
和俄羅斯6大新興經濟體將佔全球增長總量一半以

上，國際貨幣體系也不會再由單一貨幣主宰。

全球增長新經濟體佔半
報告預測，新興經濟體作為一個整體，

在2011至2025年期間年均增長將達到
4.7%，比發達經濟體2.3%的預期經濟增
速高出一倍多。屆時全球經濟增長的分
佈將更加分散，沒有任何單一國家能夠
單獨主導全球經濟。世界銀行預計，到
2025年，巴西、中國、印度、印尼、韓
國及俄羅斯在全球經濟增量中所佔的比例

將超過50%。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林毅

夫指出，隨 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經濟增
長中心更廣泛地分佈在了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

隨 這種轉變的加速，一個「真正多極化」的世界
正在形成。他稱，「這是一個真正多極化的世界」，
在南南投資和外資流入迅速擴大的情況下，新興市場
的跨國公司正在成為重塑全球產業的一股力量。

隨 經濟權力的轉移，新興經濟體佔全球經濟總
量的比重不斷增加，以及其貿易和金融活動更加頻
繁，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尤其是人民幣正日益在國
際金融體系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該報告主要作
者、世界銀行發展趨勢研究主管曼蘇爾．戴拉米

（Mansoor Dailami）表示，在未來10年左右，中國的
規模及其企業和銀行的快速全球化，意味 人民幣
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2025年將出現圍繞美元、
歐元和人民幣為中心、「多種貨幣並存」的全新貨
幣格局。

人民幣跨境結算奠基礎
報告認為，中國政府為實現國內金融體系現代化而

採取的變革措施已開始見效，大力發展人民幣離岸市
場，同時鼓勵在跨境貿易中用人民幣計價和結算等措
施，奠定了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基礎。預計未來新
興經濟體的貨幣，尤其是人民幣，將在國際金融體系
發揮更重要作用。

彭博社近日對1,263名經濟學家、分析師以及交易員
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人認為，人民幣將在
2016年前實現與其他幣種之間的自由兌換。此外，半
數人認為人民幣將在10年內成為一種儲備貨幣。彭博
消息同時指出，金融界持該看法的人，正持續增多。

世行：人民幣將成主導貨幣
單一主導貨幣不再 2025年與美元歐元三分天下

馬倫歡迎陳炳德 兩軍總長話家常

華4年內成東盟最大貿易夥伴

中歐政黨高層熱議戰略互信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俄新網報道，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
夫表示，俄羅斯與中國在長遠的未來仍將是戰略夥
伴。

梅德韋傑夫18日在記者會上回答新華社記者的提問
時說：「我們的關係非常好，我非常期待，這種關係
在未來幾年、10年仍然保持如此。」他指出，這種關
係不僅體現在俄中兩國的政治協作方面，而且也體現
在經濟領域。

他還說，包括能源項目在內的大型項目在兩國關係
中發揮 極其重要的作用。「前景非常廣闊，需要的
是不放慢節奏。」梅德韋傑夫總結道。

據中新社紐約17日電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
格在17日出版的新書《論中國》中表示，
美中之間不應該是零和關係，兩者之間應
該建立的與其說是夥伴關係，不如說是

「共同發展」（co-evolution）的關係。
基辛格在該書的最後一章表示，中國自

身有太多的問題要解決，現在中國要追求
和諧社會，但是在一個沿海發達地區及落
後內陸地區並存的國家要實現這一目標，
顯然充滿挑戰，而且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
將越來越嚴重，這些問題將讓中國沒有精
力去追求主宰世界這樣的目標。

基辛格表示，美國也有加強競爭力這樣
的問題，但是美國的問題不應該由中國幫
忙加以解決。他表示，美中之間與其追求
夥伴關係，不如追求「共同發展」的關
係。

基辛格在解釋「共同發展」時這樣說：
兩個國家都應該追求自己本國的利益，同
時盡可能擴大合作，減少雙方的對立鬥
爭。也就是說，任何一方都不能要求對方
完全站在自己立場，但是雙方要盡可能地
實現互補發展。

基辛格表示，中美兩國都是大國，大到
不能為了對方犧牲本國利益，大到不能讓
對方主宰自己。雙方都應該問自己，「鬥
爭能為彼此帶來甚麼？」

俄總統梅德韋傑夫：
未來10年中國仍是戰略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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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世界

銀行的最新報告顯示，人民幣將於2025年成

為世界主導貨幣之一。報告指，中國等6大

新興經濟體由於增長速度明顯快於發達

國家，到2025年世界經濟格局將完全改

變。國際貨幣體系將不再是美元「一

支獨大」，而形成美元、歐元和人民幣

「鼎立」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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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社華盛頓17日電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
克．馬倫17日為正在訪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陳炳德舉行歡迎儀式，兩軍總長更在儀式上「拉家
常」。

歡迎儀式當天上午在華盛頓近郊的美軍邁耶堡軍營
舉行。由於早晨下雨，室外場地的條件不盡如人意，
儀式臨時改在室內舉行。

儀式開始後，邁耶堡軍營首先鳴放禮炮歡迎陳炳德
訪美。隨後陳炳德走下主席台，在美軍指揮官的陪同
下檢閱儀仗隊。檢閱完畢後，美軍軍樂團先後奏響中
美兩國國歌。

互相引薦各自代表
儀式進行到此，陳炳德與馬倫並未急於離開，而是

在主席台上互相引薦各自代表，拉起「家常」。當陳炳
德引薦一位中方代表時，馬倫問道：「這位也很年

輕，是第一次來美國麼？」在給予肯定回答後，陳炳
德還特別介紹這位代表的父親是位「中國老革命」。

在陳炳德介紹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海軍東海艦隊司
令員蘇支前時，馬倫說到他曾與蘇支前的前任舉行會
晤，在介紹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兼濟南軍區空軍司令員
張建平時，馬倫問到：「當司令員多久了？」陳炳德

說，張建平「剛去，原來他是空軍副參謀長」。
當總參情報部部長楊暉走上前時，他先用英語向馬

倫問好，並介紹自己也可以說俄語，馬倫聽到很感興
趣，說道他恰好在兩周前訪問俄羅斯，陳炳德隨後介
紹，楊暉「俄文也行，英文也行」，是中國軍隊中的

「雙語人才」，並且「為反恐情報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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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社18日電 第二屆「中歐政黨高層論壇」18日
在天津閉幕。中歐政黨高層就新能源、新材料、節能
環保、信息與生物產業、高端製造業等領域合作達成
諸多意向，為中歐未來5至10年務實合作奠定了基礎。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李進軍指出，在後金融
危機時代，中歐均致力於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平衡、協
調、可持續發展，雙方面臨 許多相同或相似的發展
問題。

李進軍表示，通過中國「十二五」規劃與「歐洲
2020戰略」比較研究，中歐高層認為雙方在發展理
念、思路上具有高度相近性；在發展方向、政策和實
踐上擁有交匯點和互補性。

本屆論壇先後在北京、天津兩地舉辦，主題為「中

國『十二五』規劃與『歐洲2020戰略』：中歐合作的
新機遇、新前景」。論壇期間，還舉辦了中歐企業家經
貿洽談會，共計70餘家中歐企業進行了「一對一」現
場洽談。

歐盟徵中國三聚氰胺反傾銷稅
另據商務部網站，歐盟上周發佈公告決定對自中國

進口的三聚氰胺徵收反傾銷稅，徵稅形式為每噸固定
徵收415歐元，對該案中國三家合作企業則實行每噸
1,153歐元的最低限價，在此價格以上對歐出口不需繳
稅。歐盟於2010年2月17日對中國三聚氰胺產品發起反
傾銷調查，並於2010年11月16日徵收44.9%至65.2%的
臨時反傾銷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社科院昨
天發佈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發展報告（2010-2011）》
指出，近年來，大湄公河次區域(GMS)內各國貿易與投
資合作步伐日益加快，預計到2015年，中國與GMS國
家的貿易總額有望超過1,500億美元。中方有可能上升
為東盟第二甚至第一大貿易夥伴，而東盟也可能上升
為中方第三大貿易夥伴。

大湄公河次區域(GMS)是指湄公河流域的6個國家和
地區，包括柬埔寨、越南、老撾、緬甸、泰國和中國
雲南省。該報告分析指，自2005年來，中國與GMS國
家的貿易總體發展迅速。除2009年之外，各年雙方貿
易總額增速均在20%以上；且中國與GMS國家的貿易
在中國與東盟整體貿易中的地位持續上升，目前已接
近30%。在中國與GMS國家的貿易中，中泰、中越貿

易發展最快。未來，區域內各國貿易總額將繼續保持
增加趨勢。

大湄公河次區域 中國作用日顯
報告認為，隨 中國在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中的作

用日益顯著，GMS經濟走廊在國家間經濟技術合作的
成效和戰略地位將進一步凸顯。但自1998年GMS經濟
走廊建設啟動以來，聯繫緬—泰—柬—老—越的東西
經濟走廊作為優先項目進展較快，而聯繫中國和中南
半島各國的南北經濟走廊建設則相對滯後。

專家指出，中國在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進程
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以南北經濟走廊建設
為基礎，實施國際通道經濟帶動戰略，使經濟走廊與
通道建設互為協調，產生最大效益。

■出席論壇的歐方政黨領導人參觀天津空中巴士
A320總裝廠。 中新社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附近的邁耶堡軍營專場音樂會上，演奏美國著名曲目《美好的情
感》。 新華社

■ 基 辛 格
的 新 書

《論中國》
17日在美
國上架。

中新社

■陳炳德與馬倫在歡迎儀式上交流。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

中國外匯研究院院長譚雅玲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近來人民幣國
際化在政府操作層面有加速推進的趨
勢，照此速度測算，不用到2025年，人
民幣即可完成國際化進程。此外，有多
位經濟學家均表示，今後幾年是推進資
本項目可兌換的難得機遇期，中國現今

具備很多有利條件，應在有效防範跨境資金異常流動
風險的前提下，提前部署，加快步伐，逐步實現人民
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國際化進程正加速
譚雅玲指出，央行在2011年1號文件中，即明確支持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地區的銀行和企業可開展境
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這顯示央行力推人民幣
資本項目開放的態度。此外，今年一季度銀行累計辦

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3,603億元，佔2010年全年
業務總量5,063億元的70%。匯豐銀行日前亦發佈調查
報告，稱人民幣預期將首次超越英鎊，成為全球貿易
企業在未來半年考慮採用的三種主要結算貨幣之一。
種種跡象顯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正在加速。

瑞穗證券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當前
是促進資本項目自由化、逐步實現人民幣完全可兌換
的絕佳時機。他表示，當前中國資本項目開放的最初
條件已經具備，如高速的經濟增長、較高的儲蓄率、
大量的外匯儲備、穩健的財政狀況等。這些條件顯示
當前的資本賬戶自由化時機已經成熟，應適時加快進
程。沈建光預計，在2014年，中國的利率、匯率有望
實現市場化。

中國農業銀行高級經濟學家何志成指出，中國政府
一定會放鬆匯率控制，讓人民幣加快升值。他預計，
再過5年左右，中國將會在紐約、倫敦等世界主要金融
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

北京專家：人民幣2025年前自由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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