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海 峡 两 岸 经 济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ECFA）签订以来，大陆与台湾经贸关系又

推进了一层。在两岸市场不断开放的背景

下，在商言商，以商会友，以友聚商，加强民

间合作的协会组织，在进一步推动两岸交

往方面发挥出了更积极的作用。

近日，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简称海

贸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和新的领导

机构，王辽平当选为新一任会长。据了解，

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由商务部主管，由

全国经贸界有代表性的、从事和热心于海

峡两岸经贸交流的机构、企事业单位和知

名专家学者组成。

海贸会成立后，曾多次组织大陆知名

企业赴台采购。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赴台

采购惠及台企，对于拉动岛内经济的发展

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代表商务部对海

贸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祝

贺。蒋耀平说，海贸会应牢牢把握中央对

台工作基本方针，充分发挥协会桥梁纽带

作用，加强两岸经贸合作研究，不断拓展业

务范围和服务内容，为推动两岸经贸交流

稳定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据海贸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李水林介

绍，自 2004 年成立以来，海贸会积极推动两

岸经贸商谈，开展经贸促进活动，推动两岸

人员交往，加强与台湾工商团体合作，维护

两岸工商企业及经贸人员的正当权益，为

推动两岸实现直接通商，促进两岸贸易投

资便利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 7 年的不

懈努力，海贸会已成为两岸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经贸促进机构。

此次海贸会选举新一届领导机构，为海

贸会注入了新鲜血液。新一任会长王辽平

表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和

生效，推动两岸经贸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两岸关系的新形势下，新一届理事会要积

极配合做好两岸经贸商谈的有关工作，推动

两岸贸易投资促进活动深入开展，多方位为

会员和两岸工商企业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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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 40 周年之际

和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中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的美国之行点燃了中美两国经贸界

合作的激情。访问期间，两国政府和部门

间达成了十余项协议、备忘录、意向书等具

体文件，两国企业间也达成一系列合作成

果。据统计，除了与波音公司的飞机采购

大单以外，双方签署的进出口协议中，中方

进口美国商品达 249 亿美元，对美出口超过

120 亿美元；中美双向投资协议达 51 亿美

元，其中，中方对美投资为 32.4 亿美元。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说，正值新年

伊始，中美双方如此大型的贸易、投资、合

作协议，体现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发乎其上，得乎其中。”新华社世界

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盛世良对“胡奥

会”有乐观评价。但是，他也指出，贸易不

平 衡 一 直 是 影 响 中 美 经 济 关 系 的“ 拦 路

虎”，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互发牢骚。美国

抱怨中国贸易顺差太大，盯住美元汇率制

度、巨额外汇储备和侵犯知识产权。中国

认为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中国的通

胀，同时，对美国金融监管不力、巨额财政

赤字也多有怨言。

中国顺差的99%源于与美贸易

陈德铭指出，贸易不平衡及货币汇率

问题是中美双方需要共同正确认识的重要

问题。美国部分智库与议员要求人民币

升值的理由主要是中美贸易不平衡。按

照西方经济学原理，货币问题可能影响一

个国家的整体进出口贸易状况，但如果整

体状况基本平衡，仅与个别国家之间存在

较大的顺差或逆差，那就是贸易结构、管

控和如何自由化问题。2010 年，中国进出

口 贸 易 达 到 近 3 万 亿 美 元 ，顺 差 总 额 为

1831 亿 美 元，其 中 仅 对 美 顺 差 就 达 1813

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顺差的 99%是与

美国贸易中产生的。

陈德铭分析说，目前中美贸易顺差主

要由三个原因构成。

一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其他国家对

美顺差转移到中国。近年来，亚洲与美国

的顺差基本没有变化，但日本、韩国、中国

台湾地区出口美国的产品，部分转移到了

中国加工、组装，也有部分美国企业转移到

中国开展加工贸易。

二是美对华贸易歧视，一直存在制裁

中国的贸易法案。美国军用品禁止对华出

口，军民两用中的民用品对华出口也从严

审批。中方一直希望美国本届政府放宽限

制，大量增加对华商品出口，以促进美国就

业和对华贸易公平。但是 2010 年 12 月 9

日，美国修订其贸易便利政策，享受到美国

贸易优惠政策的国家共 3 类 164 个。中国

作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且具有更大的

市场潜力，却被排除在“164 个”之外，此举

显然不利于美国企业与经济发展。

三是中美双方统计口径不同，美逆差

被 高 估 。 据 美 方 统 计，2010 年 1 月 至 10

月，美中贸易逆差为 2267.5 亿美元；据中方

统计，同期，中美顺差为 1505.9 亿美元。双

方联合研究表明，由于统计口径不同，美方

的实际贸易逆差应大幅减少。陈德铭表

示，两国商务部门将在平等、互信的原则下

对统计口径加以修正。

两国企业界期待深化投资合作

记者了解到，为配合胡锦涛主席此次

访美，中国商务部组织了两个贸易投资促

进团，分为 7 个分团赴美国西海岸、东海岸

以及南部地区开展活动。商务部还会同中

国贸促会在芝加哥举办了中美经贸合作论

坛暨项目签约仪式，共有超过 700 名中美

企业代表参加，两国企业现场签署了 60 份

经贸合作“大单”，涉及电子、家电、能源、高

新技术、农产品等领域。两国企业界都在

期待进一步深化投资合作。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黎晓静对记者

表示，近 5 年来，在美投资和开展业务的

中国企业显著增加，由 2005 年的 900 多家

增加到 2010 年底的 1300 多家。2010 年 1

月至 9 月，中资企业在美投资达 28.1 亿美

元。据美国经济学家分析计算，每投资 10

亿美元将产生 1.7 万个就业机会，据此，中

国企业在 9 个月中已为美国当地增加了

4.7 万个就业岗位。他说：“中国企业在美

国不但发展了自己，也挽救了一些濒临倒

闭的当地企业，为美国的经济复苏做出了

一定的贡献。”

上海美国商会近日发布的《2010-2011

年中国商业报告》显示，在经历 2008 年至

2009 年因全球经济衰退导致的业务起伏

后，在华美企在 2010 年的业绩纷纷出现

井喷，不仅元气恢复，更创造了新高。值

得 一 提 的 是，41% 的 美 国 企 业 2011 年 预

计对华投资增加 15%以上，比 2010 年的数

据高出一倍。

中美加快海外商购与投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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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展业：

环保服务两手抓

详细报道见第 7 版

承前启后 海贸会助力两岸经贸合作
■ 本报记者 霍玉菡

未来10年全球信贷紧缺

2011 年 达 沃 斯 论 坛 将 在 瑞 士 召

开。最近，该论坛发布报告称，未来

10 年，全球需要超过 100 万亿美元新

增贷款以满足经济增长需要。

中国因环保节约管制稀土

中 国 商 务 部 部 长 陈 德 铭 日 前 表

示，中国对稀土开采、生产和出口实施

限制措施，是出于环境保护和节约使

用人类有限资源的考虑。

通胀难抵外企在华采购热

记者近日从上海跨国采购中心获

悉，2010 年第四季度，由通胀造成的采

购价格上升在全球普遍存在，但是，跨

国公司更倾向于扩大在华采购。

企业步入舆情危机时代

上海交通大学日前发布的《2010

中国企业舆情与危机公关年度报告》

指出，中国企业舆情应对能力普遍偏

低，企业满足于外包公关活动的旧传

统已不能适应新形势。

钢市需求降至年内低谷

据钢铁现货交易平台“西本新干

线”提供的市场报告，春节临近，上海

建筑钢市场进入“半休市”状态，虽然

钢 价 高 位 坚 守 ，但 终 端 需 求 已 降 至

“冰点”。

轮胎企业越开工越亏损

持续“高烧”的天然橡胶令轮胎企

业在成本暴增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中

国橡胶工业协会日前表示，全行业已

陷入开工越多亏损越多的成本怪圈。

（本报综合报道）

日前，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宏观经济回暖

的积极影响，旅游市场规模开始放量增长。2010 年 1 月至 12 月，入

境旅游人数达到 13376.22 万人次，同比增长 5.76 %；创汇 458.14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5.47%。

图为游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影报道

动漫展创意冰雪

营造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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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继北京、重庆、河南等省市发

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举措后，港资、台资

企业重镇广东赶在农历春节来临前夕宣布

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消息，决定从 2011

年 3 月 1 日起，广东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平均将提高 18.6%。

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港台企业逃避不

了的现实。而且，日益突出的“用工荒”问

题也成为港台企业发展的瓶颈。多个省份

在 1 月份抢发提高最低工资待遇的消息，

也是为了春节后的“抢工大战”提前预热。

广东又一轮涨薪潮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用

工难的局面。

暨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统计学教授

韩兆洲说：“在利润空间缩小的不利形势

下，有些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会选择向成

本低的内陆地区，如湖南、江西等地或越

南、印度等国家转移。”但很多港台企业表

示不会轻易走这条路，而是做好了“就地修

炼”的准备。 （郑天虹 黄浩苑）

加薪潮为“抢工大战”预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