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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贸易推广的专业媒体平台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

经贸看台

■ 本报记者 徐 淼

11 月 10 日晚，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

商领导人峰会闭幕，随后精彩的焰火表演让

世界见识了中国的待客之道。而 APEC 峰

会后不久，澳大利亚也将忙碌起来。11 月

15 日至 16 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

会将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应澳大利

亚联邦政府总理阿博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出席 G20 峰会。

据 相 关 媒 体 报 道 ，这 是 澳 大 利 亚 迄

今 举 办 的 最 重 要 的 世 界 领 导 人 会 议 。 升

级 安 保 、甄 选 志 愿 者 、训 练“ 拥 抱 使 者 ”

考 拉 …… 据 悉 ，澳 大 利 亚 政 府 已 经 忙 得

不亦乐乎。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日前就即将举行

的 G20 峰会发表声明说，澳大利亚很荣幸主

办此次峰会，峰会将聚焦全球经济增长，打

造更强有力的世界经济。

而日前，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国库部代表

处公使衔参赞麦烨明在就 G20 领导人峰会

相关情况进行介绍时也向《中国贸易报》记

者证实：“考虑到全球经济复苏不一致、不平

衡，澳大利亚将今年 G20 会议主题确定为让

全球经济回到正常轨道。”

增长计划遭遇坎坷

2014 年的世界经济充满了复杂性、不

确定性和挑战性。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第三次调低了 2014 年全球经济的

增长率至 3.3%。

麦烨明表示，全球经济前景比较复杂，

经济危机阴影仍然挥之不去。而为实现“让

全球经济回到正常轨道”这一宏观主题，今

年 2 月，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制定了一

个具体目标，即各成员国承诺，争取在未来

5 年内力争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目前

的预测基础上提高 2%，各成员正就这一目

标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阿博特表示，澳大

利亚将以身作则，正在着手减少税收、简化

政策监管，并与多国达成自贸协定，扩大基

础设施建设。

德国官员本周一（11 月 10 日）也表示，

德国政府预期 G20 峰会将出台相关措施，在

2018 年前把 G20 国家的经济成长提升 2%。

但麦烨明表示，由于一些成员今年经济

增长状况低于预期，各成员发展措施可能因

没有外部监督而被束之高阁，这一空前的增

长计划也遭到了质疑。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表示，今年 9

月，各成员国确定了 900 多项措施，有 90%

的 把 握 实 现 2% 的 GDP 增 长 目 标 。 她 称，

目 前 这 些 措 施 ，可 以 实 现 超 过 1.8% 的 增

长。“未来，还有时间出台更多措施，以达到

2%的目标。”

而 麦 烨 明 强 调，相 比 出 台 措 施，执 行

措施更重要。他表示，各国部长和央行行

长同意就执行措施承担责任，国际货币基

金 组 织（IMF）、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将 会 监 测 各 成 员 政 策 执 行 和 经

济发展情况。

WTO呼吁G20消除贸易壁垒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WTO）日 前 呼 吁 G20 开 始 消 除 2008 年

全 球 经 济 危 机 以 来 设 置 的 贸 易 壁 垒 ，以

期 令 国 际 贸 易 恢 复 本 世 纪 初 期 的 强 劲 增

长 势 头 。 其 在 最 新 的 报 告 中 表 示 ，尽 管

全球经济回暖，但 G20 国家在过去 6 年出

台的 1244 项贸易限制措施中，有 962 项仍

在实施。

去年 9 月，20 国集团领导人曾发表声

明 ，认 为 自 由 贸 易 和 投 资 是 促 进 经 济 增

长的关键因素，决心减少新的贸易保护主

义措施。

但上述报告显示，G20 国家仍在出台新

规限制贸易，过去一年中，平均每个月出台

18 条，这使得目前有效的限制性措施总数

自 2013 年 11 月以来增加了 12%。

“全球经济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凸显

出，G20 国家需要在出台新的限制性措施方

面表现出克制，并有效地去除现有措施。”

WTO 在报告中宣称。

数据显示，G20 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占据

80% 的比重，占全球经济产出的比重高达

85%。据相关媒体报道，很多支持自由贸易

的人士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 G20 新增了数

百项关税措施，尽管其曾承诺不会干预贸

易。显然，消除贸易壁垒问题将成为 G20 峰

会期间各方关注的焦点。

另 据 麦 烨 明 介 绍 ，在 目 标 方 面 ，G20

将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在 目 前 预 期 基 础 上 提 升

2%；在 基 础 设 施 方 面，G20 提 出 全 球 基 础

设 施 计 划；在 金 融 监 管 方 面，G20 关 注 金

融 监 管 议 程；在 全 球 税 收 方 面，G20 提 出

国际税收措施。

G20接棒APEC 聚焦全球经济增长

本 期 看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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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提上议程
助推基础建设投资潮

■ 本报记者 栾鹤

11 月 11 日，《APEC 互联互通蓝图》作为

领导人会议宣言的重要内容正式发布。中国

希望借助“一带一路”规划，推动与亚太周边

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贸、社会、文化合作。

“ 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

设”也是本次 APEC 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推动能源互联互通、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

设、维护能源市场安全稳定可持续是亚太地

区及世界各国共同的命题。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董事、总经理舒印彪

在本次 APEC 峰会期间对本报记者表示：

“当前，世界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

以新能源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

革命正在孕育发展。中国也将大力推动能

源生产和消费领域的革命。在这样一个大

背景下，讨论加强各国电力基础设施的互联

互通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

构想，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实现电力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成为现实选择。”舒印彪表示。

据了解，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已建成

18 条跨国输电通道（东南亚 8 条，中亚吉尔

吉斯斯坦 2 条，东北亚俄罗斯 3 条、蒙古 5

条）。这些互联互通工程在促进各国能源资

源开发互补、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推动本

国经济发展、解决无电地区人口用电、改善

当地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舒印彪介绍道，中国与周边国家扩大电网

互联互通规模具有巨大潜力。中国巨大的电

力需求为相关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电力市场。

中国周边国家一次能源资源丰富，与中

国互补性强，具有很好的开发价值，电网互

联互通潜力大。其中，俄罗斯和蒙古风电资

源的开发潜力巨大；中亚五国日照时间长，

太阳能资源具有很高的开发价值。而大规

模可再生能源只有实现电网互联互通、融入

大电网才能得以开发利用。

据了解，从电力发展的技术规律看，互

联互通是大电网的发展趋势。目前，北美、

欧洲和独联体国家都已经建成跨区域互联

互通电网，各国通过电网互联，促进了电力

工业技术进步，实现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

环境效益。

舒印彪表示，中国与周边国家实现联网

有 3 个重点：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输电走

廊，建设从中国新疆到中亚五国的输电通

道；二是俄罗斯和蒙古向中国输电通道；三

是与南部邻国联网通道。例如，哈萨克斯坦

拥有丰富的风、太阳能等新能源，俄罗斯、蒙

古拥有优质的煤炭及风力资源，通过电网互

联，促进当地的能源基地开发，提升当地基

础 设 施 及 产 业，向 中 国 送 电，实 现 互 利 共

赢 。 目 前 ，各 项 目 正 在 积 极 开 展 研 究 。

舒印彪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

伟大战略构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

义，是相关国家搭上中国经济发展快车道的

现实平台，给各国带来巨大利益，得到各国

积极响应，将开启一轮更广、更深、更紧密的

区域合作，给相关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舒印彪认为，实现电网互联互通已有良

好的政治基础。成员国各方应携起手来，加

强协同协作，建立工作机制，制定发展规划，

分阶段实施包括电网在内的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落到实处。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董事、总经理舒印彪：

“一带一路”推动能源互联互通

“双11”是谁的？
购物狂欢节背后的法律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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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1 月 10 日下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APEC 工

商 领 导 人 峰 会 上 发 表 演 讲 时 表 示：“ 美 国 欢 迎 一 个 和

平、繁荣、稳定的中国崛起。”此话赢得在场工商界领袖

长时间的掌声。

随后，奥巴马再次强调了上述观点。他指出，中美

之间在竞争中也应一起分享机遇与挑战。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有责任造福世界。

奥巴马在演讲中表示：“美国和亚洲有着悠久的交

往历史，我们的未来、安全、繁荣都与亚洲息息相关。”今

后 5 年，美国之外经济增长中将有一半来自亚洲，这使得

亚洲为美国创造就业、经济成长创造了机遇。“我们应该

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这样会造福所有国家。亚太

国家是如此，美中关系尤是如此。”

奥巴马当天的演讲还涉及中美之间的往来签证、双

边合作等重要内容。

右图：11 月 10 日下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APEC 工商

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表示，加强亚太地区的合作是俄罗斯

的优先战略方向。中国作为俄罗斯的邻国，更应该是其优

先合作伙伴。普京强调，俄罗斯愿意与中国在贸易结算中

更多地使用本币，也会通过能源贸易加强并提高本币结算

的总量。目前，中俄已就天然气管道达成多方面合作，“我

们也在研究探讨中方入股俄罗斯一些大的开采项目”。

在当天的演讲中，普京还就 APEC 会议上中国力推

的亚太自贸区议题表示认同，并高度赞赏中方为建立亚

太自贸区所做的努力。

普京强调，目前，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贸

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 1/4，俄罗斯计划将此份额提高到

40%。未来，俄罗斯将在能源开发、通信设施建设、高新

技术出口、铁路建设、远东港口和航道基础设施建设等

领域加大对外合作。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