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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倡瀾湄合作做貼地「推土機」

中英研債市互通可行性
經濟財金對話達72成果 適時啟動滬倫通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第九次中英經濟財金對話昨日在北京

閉幕，雙方在金融、基建、能源等領域達成72項合作成果。中英雙方表示同意

加快滬倫通（即倫敦及上海股市互聯互通）進程，啟動兩國債市互通的可行性

研究。英方承諾向亞投行項目準備特別基金捐款5,000萬美元（約合3.8億港

元），雙方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加強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裝備製造、金

融、投資、第三方市場等方面務實合作。專家分析，未來中英全面合作將以

「一帶一路」為主線、以金融為重點領域展開。英國財政大臣夏文達前日在與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面時表示，英方願意與中國在「一帶一路」項目上加

強合作。

經濟財金對話碩果纍纍
英國承諾向亞投行項目準備特別基

金捐款5,000萬美元

英國宣佈有能力支持規模不高於

250億英鎊的企業參與「一帶一

路」亞洲項目

中英歡迎成立首期10億美元的中英

雙邊投資基金的提議

中國支持英國順利過渡，轉型為完

全獨立的WTO成員

強化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增加雙

向貿易和投資

加快推進準備工作，適時審視啟動

滬倫通的時間安排

2018年在倫敦舉行中英人民幣國際

化對話，以加強倫敦作為西方人民

幣中心的重要地位

重點推動中方參與英國高鐵2號線

二期項目進展，並在海上風能、民

用核能等方面加強合作

繼續推進欣克利角C核電站項目

中英同意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新能

源汽車、空氣質量監測、知識產權

等領域加強合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報道，以「中
日共建更加開放的世界經濟秩序與維護亞
洲和平」為主題，由中國外文局和日本言
論NPO共同舉辦的第十三屆北京－東京
論壇昨日上午在北京開幕。聯合國原副秘
書長、北京－東京論壇日方指導委員會委
員長明石康在致辭中表示，今年正值日中
邦交化正常化45周年，明年是日中和平友
好條約締結40周年。日中兩國有着越來越
多的共同利益，兩國間友好合作，將對亞
洲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

民間交流補外交不足
明石康指出，北京－東京論壇是日中

兩國有志之士發起的民間對話，對兩國
知識界的交流、促進相互理解發揮了巨
大的作用。不可否認，日中兩國之間存
在着複雜而深刻的問題，加上體制不同
等原因，阻礙了政府間高層次的對話與
合作。但是，日中兩國國民始終堅持真
摯、坦誠的交流，這是政府間外交的重
要鼓勵和補充。民間對話提出的眾多建
設性、批判性的意見，是兩國關係向前
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近年來，日中兩國
年輕人之間的交流以及文化領域的合作
不斷擴大，對於增進兩國人民相互理
解、加深互信作出了巨大貢獻。期待日
中民間交流可以改變相互間固定化的印

象，減少摩擦和衝突，取得更多、更豐
碩的成果。
明石康表示，日中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

邦，鄰國關係無法改變。除了友好合作以
外，沒有別的道路可走。在日中兩國共同
利益越來越多的今天，通過真誠相對、友
好合作，將對亞洲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
繁榮作出貢獻。
北京－東京論壇由中國外文局與日本言

論NPO共同發起，從2005年起每年一
屆，輪流在中日兩國召開。該論壇是中日
兩國間最高層次的公共交流平台之一，旨
在通過官民互動，加強相互交流和了解，
促進中日關係發展。

聯國前副秘書長盼民間交流減中日摩擦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海
事仲裁委員會昨日宣佈在北京成立航空爭
議仲裁中心和航空爭議調解中心。海事仲
裁委員會（海仲委）是中國唯一以海事海
商、交通物流爭議解決為特色的國家級常
設仲裁機構。
在當天舉行的揭牌儀式上，中國貿促會

副會長、海仲委副主任盧鵬起說，航空領
域是整個交通運輸鏈的重要組成部分，與
航運同屬「大交通」、「大物流」的概念
範疇，且當前航空業的飛速發展需要構建
更契合行業特點、更專業、更高效的多元
化爭議解決服務體系，航空爭議解決理應
成為該委員會未來的業務重點。
盧鵬起說，今後將積極調動、整合航空
法律領域的專家資源，充實海仲委航空仲
裁員和調解員隊伍，制定靈活高效、契合
行業需求的航空調解與仲裁相結合的程序
指引，為航空業提供專業、高效的爭議解
決服務；同時也將積極參與和支持航空法
律研究，為航空法律研究交流提供平台。
中國民航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郭仁剛

稱，海仲委向航空領域的拓展，將為中國
民航爭端解決提供更加專業的解決途徑。

航空仲裁調解中心在京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
長王毅在雲南大理出席瀾滄江－湄公河合
作第三次外長會後向中外記者表示，本次
會議取得豐碩成果，發表「聯合新聞公
報」，公佈「瀾湄合作專項基金首批支持
項目清單」，宣佈建立「瀾湄合作熱線信
息平台」。王毅強調，瀾湄合作不做高大
上的「清談館」，要做接地氣的「推土
機」。同時，六國應發揮天時、地利、人
和優勢，戮力同心、攜手並進，打造瀾湄
流域經濟發展帶，構建瀾湄國家命運共同
體，造福地區各國民眾。

「六個提升」建瀾湄經濟帶
會議各方一致同意齊心協力，加強合

作，做好「六個提升」，打造瀾湄流域經
濟發展帶，構建瀾湄國家命運共同體：
一是提升機制化水平。建立六國秘書處

（協調機構）聯席會議，未來探討成立瀾
湄合作國際秘書處。二是提升合作廣度。
鞏固既定的「3+5合作框架」，在此基礎
上拓展合作領域，形成「3+5+X合作框
架」。
三是提升合作規劃。就「瀾湄合作五年

行動計劃」達成原則共識，將提交第二次
領導人會議審議通過。這將是機制首份發
展藍圖。四是提升能力建設。提升內外協
調能力，強化項目監督管理，中方願為五
國提供能力培訓。
五是提升合作意識。將每年3月23日首

次領導人會議舉辦那一周設為「瀾湄
周」，鼓勵各國建立網站、出版刊物，建
立瀾湄研究智庫網絡。六是提升合作開放
度。瀾湄合作應同「一帶一路」倡議和六
國發展戰略更緊密對接，同東盟和中國－
東盟合作實現良性互動，同其他次區域機
制相互補充，共同促進本地區發展繁榮。

合作機制正進入成長期
王毅表示，瀾湄合作帶動了六國政治互

信不斷深化，經貿合作迅速拓展，人員往
來更加頻繁，全方位合作態勢初步形成，
正在從培育期進入成長期，並指出瀾湄合
作誕生一年半以來取得的五大進展。
一是六國均已成立瀾湄合作國家秘書處

或協調機構，優先領域聯合工作組全部成
立並投入運作。瀾湄合作機制全面形成。
二是瀾湄水資源合作中心、環境合作中心
和全球湄公河研究中心均成立並開展工
作。
三是合作項目快速落地。45個早收項目

和第二次外長會上中方提出的13個倡議，
全部按計劃推進，其中多數已完成或取得
實質進展。此後，又陸續形成和實施了百
餘個各領域新的合作項目。四是專項基金
全面啟動。中方設立的瀾湄合作專項基金
經過主管部門和專家認真評審，已決定為
132個合作項目提供支持。
五是金融支持逐步到位。中方設立的人

民幣優惠貸款已落實近三分之二，產能合
作專項貸款超額完成，優惠出口買方信貸
也在有效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
日在雲南大理舉行的瀾滄江－湄公河
合作第三次外長會媒體吹風會上，中
國商務部亞洲司副司長彭剛向中外媒
體介紹了中國與湄公河國家經貿合作
情況。彭剛說：「中國的機電產品在
湄公河五國廣受歡迎，湄公河五國的
農產品和電子產品大量出口中國。在
瀾湄合作機制下，雙邊貿易欣欣向
榮，雙方貿易依存度不斷加深。」。
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

10月，中國和瀾湄五國貿易總額達
到了 1,775.7 億美元，同比增長
15.6%；中國對湄公河五國投資總額
達到26.8億美元，同比增長22.3%。
目前，中國是柬埔寨、緬甸、泰

國和越南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老撾的
第二大貿易夥伴。進口方面，中國是
柬埔寨、緬甸、泰國和越南的第一大
進口來源國，老撾的第三大進口來源
國。出口方面，中國是緬甸的第一大
出口市場，老撾和泰國的第二大出口
市場，越南的第三大出口市場和柬埔
寨的第六大出口市場。
此外，從中國的角度看，越南是中

國的第八大貿易夥伴、第九大進口來
源地和第六大出口市場，泰國是中國
的第十大進口來源地，柬埔寨、老撾
和緬甸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的比重
也在不斷上升。「如果將湄公河五國
視為一個整體，它將是中國的第五大
貿易夥伴。」彭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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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與其他與與其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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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新華社

■明石康指出，北京－東京論壇對兩國知識界
的交流、促進相互理解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韓聯社報道，昨日上
午，文在寅在重慶一酒店出席中韓產業合
作重慶論壇並發表講話，為推進韓國「新
北方」、「新南方」政策與中國「一帶一
路」倡議對接提出四大合作方案。
文在寅表示，四大合作方案具體包括：

加強韓國與中國以及區域內國家之間的互
聯互通，實現亞歐大陸的陸海空交通與運
輸暢通；加強能源領域合作，推動IT技
術發展；推動韓中兩國企業攜手開拓第三
國市場；加強區域內貿易投資合作。

訪渝韓國臨時政府舊址
文在寅說，韓方將加強與重慶等地方政

府的實質性合作。韓國中央政府與中國五
個省份建立有經濟合作機制，韓國地方政
府也與中國33個省市建立有交流與合作
關係。今後韓國中央政府將積極支持地方
各級政府與中方建立合作關係，共同推動
經濟發展。
文在寅當日還訪問了重慶大韓民國臨時

政府舊址。韓聯社報道稱，這是韓國總統
首次訪問重慶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

文在寅提四大方案
對接中國「帶路」倡議

今次中英經濟財金對話，由中國國務院副總
理馬凱與夏文達在北京共同主持。馬凱表

示，中英要抓住戰略機遇，持續深化能源合作、
推動基礎設施合作邁出堅實步伐，推動「中國製
造2025」和英國產業戰略對接，加強「一帶一
路」框架下務實合作、探索第三方市場合作，穩
步推進金融服務合作、共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加強國際事務協調、促進世界經濟持續復甦。
在此次對話上，已籌備兩年多的滬倫通能否
取得突破性進展備受矚目，稍早前有英國財經官
員透露開通時間不會遲於明年二季度。此次對話
政策成果公報中提到，雙方歡迎中英監管機構在
滬倫通框架下就跨境證券監管執法合作、會計準
則與審計監管達成相關合作安排，同意加快推進
準備工作，適時審視啟動滬倫通的時間安排。
在加快推進滬倫通的同時，債券通也提上議
程。公報表示，中英同意就兩國債券市場互聯安
排啟動工作組並開展可行性研究，以推動更大規
模的債券市場雙向投資。

明年辦人幣國際化對話
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公報表示，認同倫敦
在支持人民幣全球使用，促進中國國內資本市場
國際化進程中發揮的關鍵作用。中英同意2018
年在倫敦共同舉行中英人民幣國際化對話，以加
強倫敦作為西方人民幣中心的重要地位，鼓勵擴

大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使用。
同時，中英同意繼續推進跨境人民幣業務，

支持在中英兩國貿易和投資中使用人民幣計價結
算，進一步發揮英國人民幣清算行作用，繼續推
動倫敦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

英向亞投行捐近4億
在「一帶一路」合作方面，公報表示，中英
同意在項目發掘、研究和能力建設等方面深化合
作。英國官方宣佈有能力支持規模不高於250億
英鎊的企業參與「一帶一路」亞洲項目，還承諾
向亞投行項目準備特別基金捐款5,000萬美元
（約合3.8億港元），與中方承諾金額相同。該
基金主要用於幫助亞投行低收入成員國準備主權
貸款項目。

香港倫敦各具不同優勢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李健認為，在吸取

滬港通等經驗後，加快滬倫通正在預料之中，目
前除技術支持外、還需具備人民幣匯率企穩等市
場和政策條件。
至於香港與倫敦在金融和人民幣業務方面的

競爭，李健認為，兩地都是國際金融中心，共贏
可能更大於競爭，因為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的市場
將很大，「一帶一路」的融資、項目需求也很
大，各自佔據不同的區位、功能等優勢。 ■馬凱與夏文達昨日在北京共同主持第九次中英經濟財金對話。 新華社

■■李克強與夏文達會李克強與夏文達會
面時面時，，夏文達表示英夏文達表示英
方願意與中國在方願意與中國在「「一一
帶一路帶一路」」項目上加強項目上加強
合作合作。。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