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2011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

第一次高级官员会议（简称高官会）在华盛

顿正式启动。作为今年 APEC 会议的东道

主，美国正在重新部署其在亚太地区的经

济战略。

“美国下定决心，不仅要重新介入，更

要引领（亚太地区的未来发展）。”在高官会

开幕致辞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强调，在与

APEC 成员及其他经济体交往时，美国准

备捍卫并推进四项原则，即开放、自由、透

明和公平。未来数月，美国将通过推动国

会批准美韩自贸协定、大力促进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及主办注重实效的 2011 年 APEC

会议来强化这些原则。

重返亚太，是这些目标传达出的共同

信号。

近年来，美国不仅高调加入亚太地区

各类双边与多边贸易谈判，同时还与东盟

10 国建立了贸易投资框架协议。这些被

看作是美国应对日渐上升的东亚合作关系

的关键举措。

美国负责 APEC 事务的高级官员向记

者透露，几周前，他在北京与有关官员进行

了对话，敦促中方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出力。

希拉里在高官会上将奥巴马政府在

该 地区的战略称作“前缘外交”战略，这意

味着美国将进一步与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泰国和菲律宾等同盟国家合作，为未来

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棋局布子。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热衷于推动亚太

地区的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缘于奥巴

马提出的 5 年出口倍增计划。亚太地区是

美国扩大出口战略的首选之地，因为欧洲

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加拿大和拉美要么市

场容量有限，要么增长有心无力。在美国

前十大贸易合作伙伴中，有 6 个来自亚太

地区。

为此，美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美韩自

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一旦生效，将为美国

每 年 增 加 100 亿 美 元 到 110 亿 美 元 的 出

口，这意味着增加 7 万个就业岗位。”上述

高级官员称。

但是，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分析指出：“无论

是希望将美韩自贸协定作为区域内自贸

协定的模板，还是致力于推动《跨太平洋

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美国都是想

以此全面架空、取代 APEC 和拟议中的亚

太自由贸易区。”

据记者了解，TPP 是 APEC 框架下的

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包括货物贸易的市

场准入和相关规划。至今为止，该协议包

括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秘鲁、越南和美国等 9 个国家。

2009 年，美国高调宣布加入该协议。

现在，希拉里又高调宣布将把该协议作为

实现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基础。在梅新

育看来，美国的目的是主导 APEC 区域自

由化进程，形成符合美国意愿的区域自由

贸易体系。

TPP 聚焦中小企业，针对下一代尖端

技术的贸易事务，目标是在 2015 年前取消

所有的贸易关税，通过信息技术和绿色技

术，改革供应链和能源储蓄。美国主张的

新机制是以“谈判＋法律”的形式签订贸易

协定，而 APEC 则以“协商＋自主行动”的

方式著称，两者存在分歧。

梅新育分析指出：“APEC和亚太自由贸

易区已取得了相当进展，究竟有无必要如此

另起炉灶，或是叠床架屋，值得商榷。因为

这将进一步加剧 APEC 内部本已相当突出

的众多自由贸易协议叠加的矛盾，令企业面

对众多原产地规则、争端解决机制等规则而

无所适从，从而增加交易成本。”

根据美国公布的日程，在 APEC 第一

次高官会后，今年 5 月和 9 月，美国蒙大拿

州度假胜地“大天空”（Big Sky）和加州旧

金山还将分别举办第二次与第三次高官

会，最 终，APEC 最 高 级 别 会 议—— 领 导

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 11 月在夏威夷檀

香山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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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游艇业复苏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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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工业大国和出

口大国，日本遭遇的这场大地震，必然对世

界经济和产业产生冲击。具体到中国，对

产业和外经贸的最大负面冲击，将表现在

进口领域。

中国大量进口日本高技术产品、上游中

间产品和设备。中国对美欧贸易巨额顺差，

对日本贸易巨额逆差，原因即在于此。2010

年，中国对日出口 1210.6 亿美元，进口 1767.1

亿美元，逆差达 556.5 亿美元。正因为如此，

中国电子、汽车等一些产业产能利用率可能

会因为日本上游中间产品供货停顿而降低，

一些新建和改造项目可能因为日本设备生

产、交货流程被打断而不得不减速。

笔者认为，受地震影响最大的当数进

口日本设备和机电、光学等零附件的中国

企业，因为这些企业从日本的进口要么替

代进口来源很少，要么本身就是“日本核心

元件—中国组成加工成品—全球市场销

售”产业分工链条上的一环，一时间根本就

无从寻找替代供货来源。

除了可能因此受到的波及，日本大地震

还意味着巨大的重建需求。作为全世界最大

的建材、钢铁生产国，作为全世界建筑市场最

大的国家和名列前茅的建筑工程服务输出

国，中国相关产业可望从中获得一定份额。

对于经营与日本有竞争关系的产品的

中国厂商和出口商而言，受地震影响，日本

生产和出口体系停顿，意味着市场需要它

们来填补空白。日本大地震带来的冲击主

要在于生产所需的设备、核心零部件等供

应可能告急，加工贸易厂商面临的这一问

题将尤为突出。这有望为新兴的国内设

备、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创造机遇。但倘若

国内供应商一时跟不上，而这些上游核心

零部件又属于寡头垄断行业，那么转向第

三国/地区供应商可能会加强这些地区供

应商的垄断力量。如中国液晶面板大量依

赖进口，夏普停产意味着中国台湾以及韩

国厂商垄断力量增强。为避免这类不利后

果，假如大陆相关产业一时无法填补进口

空白，在日本地震冲击过后、日本产业逐步

恢复正常时，我们需要有意识地优先恢复

从日本厂商订货，扶植其复苏，以制衡第三

国/地区供应商做大。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

究院副研究员）

（相关报道见第3版）

日本大地震强烈冲击中国进口

日本强震 世界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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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经济年代，我们

残疾人也能成为英雄”

详细报道见第 4 版

商务部确定90个年度

内贸领域支持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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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推广的专业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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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服务企业“减负”可期

记者近日从权威渠道获悉，“十二

五”服务业发展规划纲要和重点领域改

革规划已在编制，其中的成型方案已报

送国务院审批。规划将在财政、金融、税

收等多方面给予现代服务业更多支持。

台湾农产品在大陆热销

农业部总经济师、办公厅主任、新闻

发言人陈萌山近日在北京表示，台湾农

产品销售到大陆，总金额已经占了台湾

农产品贸易总额的约1/4，大陆已经成为

台湾农产品最大的销售市场。

中邮落子江苏掘金保险业

近几年，国有、民营、外资企业纷

纷加入保险业展开激烈竞争。近日，

中邮人寿江苏公司正式成立，江苏的

保险市场又增加了一个竞争者。继石

油、电力、航空、银行等行业巨头后，中

国邮政的保险布局也正逐渐完善。

中国首发船舶交易价格指数

首个反映国内船舶交易价格波动

趋势的“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近日

在北京发布。该指数填补了国内船舶

行业指数的空白，并有利于增强中国

在全球船舶市场中的话语权。

新疆将建设大型企业群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国资委主任张继

勋近日在北京向媒体透露，“十二五”期

间，新疆将围绕国家发展规划和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的要求，突出优势产业和特色

产业，建设一批产值超百亿元的企业。

重庆两江新区
成内陆开放引擎

中国内陆唯一国家级开发开放新

区——重庆两江新区，被写入中国“十

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分析人士认为，

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路径开始转向

西部和内陆地区。重庆两江新区将成

中国内陆开放引擎。

（本报综合报道）

教育巡回展：

400海外院校拼实力抢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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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威尼斯人细化会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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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借道APEC争夺亚太经贸主导权
■ 本报记者 毛 雯

截止到 2010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9.10 万公里，居世界

第二位。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

铁路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1.98 万亿元，是“十五”投资的 6.3 倍，其中，

高铁投入运营里程达 8358 公里，位居世界第一。预计到 2012 年中

国高速铁路总规模将达到 1.3 万公里。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本报讯 日本东北部地区 3 月 11 日发生

里氏9.0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

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万季

飞 3 月 12 日分别致电日本国驻中国特命全

权大使丹羽宇一郎、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张

富士夫、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

洋平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

昌、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冈村正、日本贸

易振兴机构理事长林康夫等经贸对口组

织负责人，向日本人民表示诚挚慰问，对

不幸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表示将提供

尽可能的帮助，与日本人民一道，同舟共

济，共克时艰，祝愿日本人民战胜灾难，重

建美好家园。 （毛 雯）

万季飞代表中国工商界
向日本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本报讯 真 实 的 市 场 供 需 看 来 正 在

“调理”中国钢铁业的“虚火”。据中国海

关发布的最新数据，2 月份，中国铁矿石进

口量环比下降近 30%，进口矿价在短短几

周时间内也跌去近 10%。

不仅矿价，中国钢厂的出厂钢价与现

货钢市的市场价都在同步下跌。据中国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市场报告，至 3 月上旬，

国内钢材价格已连续第二周回落，降幅正

在扩大。预计短期内钢价仍有小幅下降

的空间。 （李 荣）

国内钢价连续两周回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