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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看 点

东西方圣诞市场

冷暖不一

详细报道见第 2 版

受“拉尼娜”天气现象影响，澳大利亚的

很多民众在洪水中迎来了2011年。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日前，澳东北部

地区遭遇了数十年罕见的暴雨侵袭。截至

目前，已有超过 22 座城镇被洪水吞没，数以

千计房屋被淹，20 万人的生活受到威胁。

其间，受灾最严重的昆士兰州州长安

娜·布莱格对外表示，该州遭遇洪水侵袭的

地区面积，比法国和德国加起来还大，更糟

糕的是，洪灾还没有缓解迹象。

澳大利亚的许多交通枢纽被摧毁，港

口也被迫关闭。作为煤炭和小麦等大宗商

品的重要出口国，澳大利亚商品或许只能

乘坐“诺亚方舟”出海了。

影响中国煤炭进口

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的煤炭与铁矿石出

口国，全球炼焦煤贸易中，澳差不多占了三分

之二的份额，昆士兰州则是全球最大的海运煤

炭出口基地，在这次洪灾中，其受到的破坏最

大，几乎所有的煤矿场都因为洪水侵袭而关闭，而

运到港口的炼焦煤也因太潮而不能装船出口。

受洪水影响，澳大利亚 2011 年第一季

度的炼焦煤基准价约为每吨 225 美元，为历

史第二高。经济学家预计，优质炼焦煤价

格在第二季度将升至每吨 250 美元。

另据外媒报道，这次洪灾已使至少 6 家

煤矿生产商向多国钢铁制造商表示，因天灾

等不可抗力，无法如期履行煤炭供应合同，合

计年产能超过1亿吨，相当于全球市场供应量

的40%。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矿产商必和必拓、

第三大矿产商力拓，以及澳大利亚第四大矿产

商英美资源集团。力拓指出，暴雨冲断了矿区

道路与铁轨等设施，对采矿造成严重冲击。

近几年，中国的进口煤炭数量急剧增

加。2010 年 1 月至 8 月，中国的炼焦煤进

口近 2935 万吨。仅 2009 年 1 月至 9 月，中

国就从澳大利亚进口炼焦煤 1740 万吨。

澳官员称，昆士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

水淹状态，炼焦煤赴运受阻情况将会持续。

对此，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澳炼焦煤

出口受阻必定影响中国冶金行业。澳在全

球炼焦煤贸易中占了大约 70%的份额，更提

升了市场对冶金用煤价格上涨的预期。

据记者了解，由于市场看好煤炭价格

上涨，包括西山煤电在内的众多国内焦煤

企业股价有较大涨幅。

澳小麦出口受牵连

澳大利亚多种农作物，如向日葵、棉

花、大麦、甘蔗等都因洪水而遭殃。昆士兰

州紧急服务部部长罗伯特斯表示，降雨已

经导致农业损失高达 4.03 亿澳元。据澳大

利亚当局估计，暴雨导致的最终损失将在

10 亿澳元以上。

另据记者了解，该时节为澳大利亚中部

地区的小麦收获期，受洪水肆虐影响，许多

地区的收获只能延期。此外，由于土地过分

潮湿，收割机械已无法派上用场，而澳大利

亚多达一半的小麦品质将降级。

摩根大通经济学家海伦·凯文斯（Helen

Kevans）表示，粗略估计，洪水对生产和需求的

影响将拖累澳国内生产总值 0.4%，而包括小

麦、蔬菜在内的许多农产品价格都会因此上涨。

据美国农业部预估，本季度，全球小麦

供应将有上千万吨短缺，为3年来首次不足。

洪水已经影响到了澳大利亚的港口运

输业，并因此严重影响该国出口业。

澳 最 大 的 粮 食 经 营 商 谷 物 集 团

（GrainCorp Ltd）表示，洪水使昆士兰州所

有粮食运输中断。谷物集团（GrainCorp）事

务经理大卫·金斯（David Ginns）表示：“我

们无法通过铁路或公路运送任何东西。内

陆地区至港口的粮食运输实际上已停止，

国内配送网络也已受到影响。”

“作为全球第四大小麦出口国，如果澳

大利亚小麦运送通道不能及时修复，小麦出

口量受阻，必定会推高全球小麦价格。”经济

学家唐萧对记者表示。另据澳大利亚当局

初步统计，2011年，小麦产量将减少一半。

同时，洪水也引发了全球对澳经济复苏

的担忧，澳元遭受重创。1 月 4 日，澳元兑美

元继续下跌，并刷新日内低点至1.0054。

洪水肆虐 澳商品待乘“诺亚方舟”出海

大宗商品喜迎超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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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轮公司新年运价

涨势凶猛

详细报道见第 4 版

商务部力促进口

2011年外贸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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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中国企业

海外并购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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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推广的专业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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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哲

据中国煤炭运销协会披露，2011

年，全国煤炭产运需衔接总量达到了

15.4721 亿 吨，这 一 衔 接 总 量 超 过 国

家发改委今年计划全国跨省煤炭衔

接总量 6 亿吨。

今年煤炭订货量超出6亿吨

近日有报道称，国际矿业巨头淡

水河谷已决定对今年第一季度出口中

国 的 铁 矿 石 价 格 提 升 8.8% ，至 每 吨

149.20 美元。

淡水河谷铁矿石
提价至149.2美元/吨

日 前 ，国 家 能 源 局 局 长 张 国 宝

表 示 ，今 年 中 国 的 能 源 消 费 总 量 将

有可能超过美国。中国将成世界能

源消费第一大国。

中国或成能源消费第一大国

日前，山西省发改委称，山西明迈

特实业贸易有限公司以 5.1 亿元收购并

投资开发墨西哥艾都雷铁矿项目获国

家发改委核准。

（本报综合报道）

山西企业投5.1亿元
开发墨西哥铁矿

本期关注

三言二拍

新闻速递

截稿新闻

日前，受美元上涨影响，投资者开

始逃离大宗商品市场，导致原油期货

大幅下跌并创两周来新低，收报每桶

89.38 美元。

原油期货跌破90美元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成中国区域发展“后起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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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印度外贸总局在其声明中称，

延长 2011 年对中国产牛奶和乳制品的

进口禁令，这一禁令从 2010 年 12 月 24

日起生效，截止日期有待进一步通知。

印度延长对华牛奶进口禁令

2011 年中国经济将继续高增长，通胀

压力也会加大，但笔者认为通胀不会恶化

到失控的地步。因为信贷口子现在明确扎

紧，而且上半年蔬菜副食品价格，可能由于

供给增多而降下来。2011 年，对经济影响

最大的因素，其实是基建投资。

有可能出现基建投资狂潮，但在信贷只

有那么多增量的情况下，有两种可能，一个是

消费品行业的投资和扩张上半年会急剧萎

缩，而基础产品的投资和价格将急剧上扬。

另一个可能，就是国际套利资本狂潮涌动，流

入的大量钞票对冲掉央行的信贷紧缩效果。

外资入境套利的主要渠道并非地下钱

庄，而 是 进 出 口 贸 易 和 FDI（对 外 直 接 投

资）。这两个“水管”的水流速度，又取决于

欧美经济的复苏程度。

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是通

过美元贬值赖账的方式。很多经济学家拿

日本当年的衰退说事，以证明零利率和量

化政策的无效。事实上，他们忽视了日美

两国经济的体制完全不同。日本经济是一

个官僚和工商业寡头控制的经济体，而美

国则灵活多变，一旦私有企业债务被国有

化之后，那些钱商们又轻装上阵，开始大把

做交易捞钱，好也罢，坏也罢，他们确实搞

信贷扩张。于是乎，中美经济联系又回到

2008 年之前的模式：中国出口廉价商品给

美国，贸易盈余借给美国人，美国人拿着借

来的钱再去输出海外，跑到中国来搞投资

或者买东西。

如此看来，2011 年的中国经济趋势大致

明了：投资和外贸会成为中国经济主要引

擎，消费数据上半年可能不好看，但下半年

没准又会好起来，因为流入投资和外贸口流

入的钱，最后都会刺激社会总需求。央行很

有可能出台严厉的资本管制措施。楼市和

汽车消费热潮，会在中西部城市膨胀开来，

成为消费领域最大看点。大宗商品，尤其是

能源和有色金属等资源价格的飙升，上半年

有可能成为市场的最大热点。

投资和外贸将成2011年经济发展引擎
■ 徐 斌

据北京多家农产品批发市场透露，元旦期间，各种农产品供应

充足、大部分农产品价格未有上扬现象。

北京大洋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由

于今年物价普遍上涨的原因，今年节日期间农产品交易量没有往

年红火，农产品交易价格因节日效应影响逐步缩小。

图为北京某农产品交易批发市场。

本报记者 鼎 文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 月 5 日，正在西班牙访问的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中国西班牙企

业家早餐会上致辞说，中西双方将签署总

额达 75 亿美元的政府协议和商业合同。

李克强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希望西班牙

和整个欧洲实现稳定增长、持久繁荣。

据记者了解，应西班牙、德国和英国政

府的邀请，李克强于 1 月 4 日至 12 日对上

述三国进行正式访问。

此前，西班牙《国家报》刊发了李克强

题为《携手互利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的文

章。李克强在文中表示：“中方愿意与西方

一起探讨各种积极有效的合作方式。中国

是欧洲金融市场和西班牙金融市场负责任

的长期投资者，我们对西班牙金融市场抱

有信心，我们已经购买了西班牙国债，今后

将继续购买。” （静 安）

中西双方将签署75亿美元
政府协议和商业合同

离境退税政策

提升海南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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