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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网

IMF大规模增资 中国做贡献

在 4 月 20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春季会议以及6月19日墨西哥洛
斯卡沃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国
际社会两次探讨向IMF增资事宜，各方
最新增资承诺总额约4560亿美元，其中
中国承诺增资 430 亿美元。这有利于
IMF更好地发挥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的作用。

社交网站“脸谱”上市

5月18日，全球最大社交网站“脸谱”
（Facebook）在纽约纳斯达克上市，融资
160亿美元，刷新美国互联网企业IPO纪
录，但它的上市也标志着美国网络股泡沫
达到顶峰。上市第二天其股价就跌破38
美元发行价，并在8月跌破20美元，市值
蒸发500亿美元。“脸谱”遂成为IPO失败
的经典案例，并令操盘上市的摩根士丹利
备受质疑。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6月1日，人民币和日元正式开展直
接交易。2012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明显

加速，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和直接投
资人民币结算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中国
还与澳大利亚、巴西、土耳其、阿联酋、蒙
古国等签署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超过1
万亿元人民币。

俄罗斯正式“入世”

8月 22 日，俄罗斯在经历 18 年艰
苦谈判后，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
156个成员。俄罗斯“入世”，标志着世
贸组织将最后一个重要经济体纳入国
际贸易规则之内，由此世贸组织覆盖
了98％的国际贸易。俄罗斯外交部部
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

“正导致游戏规则和俄经济环境发生
深刻变化”。

美联储启动QE3

9月 13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
布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QE3）货币政
策。为应对增长困局和欧债危机，2012
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继续倚重宽
松政策。除美国外，英国央行两次扩大
量化宽松规模，日本央行四次追加宽松
货币措施，欧洲央行出台不设上限的新
国债购买计划。量化宽松虽有助于短期
刺激经济，却不能替代长期的财政整固
和结构性改革。目前这一政策的效力已
日渐下降，并可能造成下一轮通胀和资

产泡沫。

“欧洲稳定机制”生效

10月 8 日，欧元区永久性救助基
金——“欧洲稳定机制”（ESM）正式生
效，它将作为常设性救助机制，向融资
困难、需要帮助的欧元区国家和银行提
供资金支持。ESM由欧元区各国按比
例出资，总计7000亿欧元，放贷能力为
5000亿欧元，它既是欧元区永久性的金
融“防火墙”，也是欧元区应对危机的重
要措施。

中日韩启动自贸区谈判

11月20日，中日韩三国联合宣布正
式启动自贸区谈判。中日韩都是世界重
要经济体，经济总量累计达14万亿美元，
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0％。三国自贸区
一旦建立，将有力促进东亚经贸合作，并
对全球经济合作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财政悬崖”逼近美国

11月 16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国
会领导人就“财政悬崖”举行会谈，启
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财政悬崖”
到来之前的最后博弈。“财政悬崖”指
美国国会两党如不能在年底达成妥

协，明年年初美国将迎来税收上升和
政府开支减少的双重紧缩，由此可能
导致美国经济 2013 年重陷衰退，失业
率再次突破 9％。目前“财政悬崖”问
题已成为市场波动主要诱因之一，它
同时反映了美国重建财政平衡的重要
性、紧迫性和艰巨性。

欧债危机持续蔓延

11月 27 日，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就减免希腊债务达成一致，并同
意提供440亿欧元救助贷款，使希腊再
一次避免无序违约。一年来欧债危机
依旧未解，希腊是否会退出欧元区悬疑
不断，金融市场因之动荡，而西班牙成
为新焦点，西政府年末不得不向欧盟申
请近 370 亿欧元用于救助 4 家金融机
构。此外，法国失去 3A 主权信用评
级。机构问卷调查显示，全球范围内四
成企业表示欧债危机给它们的业务带
来负面影响。

中企海外投资逆势增长

12月7日，中海油151亿美元收购加
拿大尼克森公司的申请获得加拿大政府
批准，这一迄今最大中企海外并购案“过
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企对外
并购额达到522亿美元，同比上升16％，
创2005年以来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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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启动

1月1日，上海正式启动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首轮试点选择交通运输业
及部分现代服务业。7月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
围，自2012年8月1日至年底，将交通运
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
北京、天津、江苏等11个省、直辖市和计
划单列市。营改增是推动经济结构调
整、促进发展转型的一项重大改革。

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
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开展金
融综合改革，切实解决温州经济发展存
在的突出问题，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7月，国
务院批准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
区总体方案；12月，又同意福建省泉州
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
总体方案，由此拉开了中国金融综合改
革的序幕。

浮动幅度扩大 汇改步伐加快

中国人民银行4月14日发布公告，

自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
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5‰扩大
至1％。这意味着，每日银行间即期外
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的交易价可在中
国外汇交易中心对外公布的人民币兑
美元中间价上下1％的幅度内浮动。此
举被外界评价为人民币自由浮动迈出
的重要一步。

央行时隔42个月再次降息

6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金融机
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是自2008
年12月23日以来，央行在42个月内首次
降息。7月6日，央行再次宣布不对称降
息，下调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0.25个百分点的同时，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下调0.31个百分点，凸显了国家稳定经
济增长的强烈意图。

水电阶梯收费 资源价改提速

6月14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全国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听证结束，各地
将陆续出台阶梯电价实施方案，7月1日
起在全国全面试行。以阶梯电价、阶梯水
价实施为标志，中国资源类价格改革从

“探路”走向“提速”。

“新36条实施细则”悉数出台

根据国务院要求，《国务院关于鼓

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的实施细则（“新 36 条实施细
则”）今年上半年全部出台。统计显
示，共有包括铁路、能源、电信、金融、
卫生等部门出台 42 项实施细则，这
些细则涉及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生活相关的各行各业，在消除制约民
间投资发展障碍方面迈出了实质性
步伐。

“购岛”闹剧致中日贸易“降温”

9月11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坚决
反对，非法决定“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
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
化”，此举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中
日贸易受到严重影响，9月和10月日系
品牌乘用车分别下降40.8％和 59.4％；
曾经非常火爆的赴日旅游也风光不再，
日本航空公司被迫大规模缩减航班。
统计数据显示，前11个月，中日进出口
贸易额同比下降2.9％，其中从日本进口
的贸易额同比下降7.6％。

光伏产业遭遇美欧双反调查

今年9月、11月欧盟委员会先后发
起了对中国光伏太阳能电池的反倾销
调查和反补贴调查。11月美国国际贸
易委员会作出终裁，对自中国进口的晶
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征收反倾销和反
补贴关税。受欧美双反调查的影响，中
国光伏产业遭受严重打击，光伏行业企

业陷入经营困局。为应对欧美双反调
查的影响，中国发起了对美欧多晶硅产
品的双反调查。年末国务院常务会议
又研究确定了包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和技术进步、积极开拓国内光伏应用市
场等五项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政
策、措施。

沪指破2000点

在经历多次2000点“保卫战”后，上
证指数在11月27日收盘跌破2000点，
这是沪指自 2009年 2月以来首次收盘
于 2000点下方，29日上证综指更是改
写46个月来收盘新低。尽管随后在相
关政策预期刺激下，沪指重返2000点上
方，但市场弱势未改。中国股市期待从
更多充满智慧的“治市”良方中寻找到
出路。

中海油获准收购尼克森公司

加拿大政府 12 月 7 日宣布，决定
批准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 151 亿
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的申请。
这标志着中海油乃至中国企业完成迄
今为止在海外最大宗的收购案。成功
收购尼克森公司对于中海油国际化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由此，中海油将成为
更重要的国际能源公司。同时，中海
油获准收购尼克森公司表明，中国企
业走出去虽然艰难，却是大势所趋，不
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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