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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变异的新冠肺炎病毒加剧了经济复苏的

不确定性。亚洲的增长、向实现碳中和的过渡，以

及商业和金融的数字化正在重塑区域经济和金融格

局。第一，在中国、印度和东盟三个增长引擎的推

动下，亚太地区预计将成为 2021 年全球 GDP 增长

的最大驱动力。中新两国将继续深化金融合作，为

企业、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创造新机遇，共同促进亚

洲发展。第二，亚洲正在向低碳转型。亚洲迈向低

碳经济并非易事，亚洲各国必须在向可持续发展过

渡的过程中，采取合适的政策，确保经济和社会良

性发展。绿色金融可以为亚洲各国实现有效且具包

容性的碳中和转型提供强大的推动力。第三，技术

和创新正在重塑经济和金融格局，改变公司的经营

方式。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开展了跨境试点项目，在

支付领域和贸易领域加强与中国等国家的合作，促

进数字金融平台和工具之间的互联互通，将使各国

家的个人和中小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更高的效

率进行跨境支付。

关键词：中新合作；可持续增长；碳中和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一、变异病毒加剧经济复苏不确定性，
金融韧性稳定经济运行，经济金融转
型呈现三大趋势

2021 年本应是全球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恢

复国际旅行、经济重新全面开放的一年，但目前疫

情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尽管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疫苗

接种率较高，但疫情仍在不同区域出现重新蔓延

的趋势，新冠肺炎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Omicron）

是否比德尔塔变异株（Delta）具有更强的传染性

或致命性，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密切的关注。

在过去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保持金融系统

韧性和市场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各国家和地区实施

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帮助企业和个人应

对疫情冲击。疫情形势仍在演变，金融在帮助经济

平稳运行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展望未来，对于中国、东盟，甚至亚洲而言，

金融必须转型以更好地满足未来经济的需要。如今，

有三个趋势重塑亚洲地区经济和金融形势—即亚

洲的发展、向实现碳中和的转型和商业与金融数字

中国和新加坡将在共同推动亚洲增长
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①

◎梁新松

作者简介：梁新松，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行长。
① 本文根据作者在 2021 年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的发言原文翻译，由中国银行研究院郝毅博士翻译。本文已经作者审阅。发言原文链接为

https://www.mas.gov.sg/news/speeches/2021/remarks-by-mr-leong-sing-chiong-deputy-managing-director-monetary-authority-of-singapore-
at-the-china-international-finance-society-annual-conference-on-7-december-2021.



2022-01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27

 Special Column 专   栏

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和新加坡可以借此契机，通过

可持续和支持创新的方式共同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发挥重要作用。

二、新加坡发达金融体系支持企业融
资，深化中新两国金融合作，促进亚
洲发展

在 中 国、 印 度、 东 盟 三 大 增 长 引 擎 的 推 动

下，亚太地区有望成为 2021 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和消费者越来越精通

科技，亚洲消费市场蓬勃发展，更多的国际公司选

择在亚洲开展业务。新加坡在提供融资方面具有优

势，将成为世界投资亚洲和东盟的门户。新加坡拥

有稳定、稳健的银行体系，发达的公共和私人市场，

能够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除此之外，新加坡拥有

运转良好的外汇市场和为东盟国家货币兑换提供解

决方案的人才。东南亚的私募和风投市场具有增长

潜力。过去五年间，新加坡管理私募股权（Private 

Equity， 简称 PE）和风险创投（Venture Capital， 简

称 VC）的资产管理规模翻倍增长，反映了新加坡

及周边地区成长型初创企业和金融科技企业的活

力。尽管受疫情冲击，但新加坡管理的 PE 和 VC

资产管理规模在 2020 年增长了 50%。

在上述积极背景下，银行和金融机构密切合

作，利用彼此的网络，以促进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

易和投资。与此同时，新加坡一直在深化与中国之

间的金融联系，为企业、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创造新

机遇。为促进国际和东盟投资者进入中国境内市场，

中国、新加坡两国的金融机构合作开发了新的工具，

例如，工银南方东英富时中国国债指数挂牌基金，

并通过新加坡亚太期货参与到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

心，与在岸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建立直接连接。新

加坡欢迎人民币债券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这帮助

中国企业提高了国际形象，同时也扩大了投资者范

围。近期上市的债券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在岸

金融债券、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有

限公司（园区投控）的自由贸易区债券以及上海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券。

三、中国与东盟绿色金融合作前景广
阔，建立共识、可持续发展债券和培
训研究中心，支持亚洲低碳转型

除了扩大业务规模所需的融资之外，另一个重

点领域是绿色金融，这将帮助区域经济向低碳转型。

亚洲是世界实现碳中和的关键。亚洲的碳排放量约

占全球的一半，能源消耗约占全球的一半以上①。

绿色金融可以为亚洲实现有效而具包容性的碳中和

转型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和东盟需要大量绿色融

资。据估计，未来 30 年，中国需要近 500 万亿元

人民币的绿色和低碳投资；而未来 10 年，东盟需

要约 2 万亿美元的绿色投资。由于亚洲严重依赖化

石燃料支持发展和城市化需求，向低碳经济转型并

非易事。亚洲各国政府在向更大的可持续发展转型

的过程中，必须谨慎把握平衡，确保本国的经济和

社会同步发展。

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承诺支持亚洲向碳

中和过渡。中国与东盟之间存在深化合作的空间，

促进该地区可持续融资。

第一，可以对绿色或碳中和转型的构成建立共

识。新加坡的行业工作小组正在开发包含绿色和转

型活动的分类法。这将提供更明确的指导，并促进

为对区域净零转型关键领域的融资提供更一致的方

法。例如，发电行业，东盟②和中国③使用煤炭等

传统能源生产电能和热能排放二氧化碳占总排放量

的 40% 以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期望与中国人民

银行和其他中国合作伙伴协作，促进统一的绿色分

类，以开启更多跨境可持续融资活动。

第二，可以帮助部分公司通过可持续发展债券

和贷款获得更便宜的融资，促使其转向更可持续的

商业实践。如果达到预定的可持续绩效目标，可持

①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BP 的《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亚太地区 2020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 52%。
② 根据 2021 东盟气候变化报告。
③ 路透社 2021 年 11 月 3 日报道，“中国的目标是发电厂平均用煤量下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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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贷款可以提供更低的贷款利率。新加坡提供

了赠款计划，帮助借款人支付证明其实现可持续性

目标的费用。这对寻求在安全和特定范围内进行海

外融资的中国企业有益。

第三，可以合作建立强大的绿色金融培训和研

究体系。新加坡建立了三个重点为亚洲绿色金融培

训和研究的卓越中心，其中包括与中国银行合作创

始的新加坡绿色金融中心。新加坡金融机构已经与

中国的银行合作，以提高人们对绿色融资优点的认

识。

合作产生了积极成果。一是在 2021 年 10 月举

行的新加坡 - 广东合作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广

州开发区控股集团宣布计划将其首次发行的绿色债

券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二是在 2021 年 11 月举行

的 2021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金

融峰会上，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和重庆市渝中国有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探索在

新加坡发行 5 亿美元的绿色债券。

四、中国和新加坡在支付和贸易领域
加强数字联结，未来数字金融试点和
协作值得期待，支持亚洲金融业数字
化转型

金融数字化是第三个关键趋势。技术和创新

正在重塑经济和金融形势，改变公司的经营方式、

货币或价值的存储方式以及金融中介的方式。目

前，新型金融服务提供商、商业模式和合作已经出

现。

随着全球许多新型创新的涌现，新加坡金融

管理局重点确保金融技术继续以互联互通为基础，

使全球金融和支付系统免受支离破碎的风险。为

此，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开展了跨境试点项目，以促

进数字金融平台和工具之间的互联互通。一是支付

领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正在与包括泰国、马来西

亚、印度和菲律宾在内的多个国家合作连接即时支

付系统。这将使各国个人和中小企业能够以较低成

本、更轻松的方式相互进行即时跨境支付。中国金

融系统在数字金融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例如，支

付和引入电子人民币。2020 年， 新加坡金融管理

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在数字金融

领域展开合作。备忘录旨在加强贸易、旅游和电子

商务领域的数字金融联结。二是在贸易领域合作加

强数字联结。根据新中（深圳）智能城市项目，新

加坡和深圳已于 2021 年 9 月成功试点使用电子提

单进行跨境贸易融资。该试点涉及双方的公司、银

行和数字平台，展示了数字联结在提高跨境贸易效

率方面的潜力。新加坡与重庆也有类似的合作。在

2021 年 11 月举行的 2021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

联互通示范项目金融峰会上，新加坡金融科技公司

RootAnt 与中国银行签署了一项协议，其中新加坡

RootAnt 将与中国深圳 Linklogis 共同提供一个数字

贸易融资平台，使贸易商、物流公司与中国银行新

加坡和重庆的分支机构交换电子贸易单据。未来在

数字金融领域更多的试点和合作令人期待。

五、中国和新加坡全方位合作伙伴
关系、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深化发展，建立亚洲可持续金融生
态系统

全球仍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疫情使经济、社

会和生活方式等正在加速变化。金融业将经历重大

变革，金融在支持经济转型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

亚洲将在推动全球发展、塑造未来新的经济和金融

形势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支撑亚洲发展

的基础是中国 - 东盟贸易和资金流动的持续增加。

中国和新加坡可以开展很多合作。 中国与新加坡、

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将不断深化，为经济带

来更广泛的利益，并在整个亚洲建立一个有韧性、

创新和可持续的金融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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