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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强盗——这是代表全球 93%航空

公司的国际航空协会送给欧盟的称呼。欧

盟不顾众多国家反对，单方面强行通过开

征航空碳税决定，在国际航空业界激起强

烈反对。在各方压力之下，多位欧盟官员

曾发出妥协的信号，表示愿意通过谈判就

征收航空碳税修改相关法规。但是，上周，

就在中国、美国、俄罗斯及印度等 32 个国

际民航组织非欧盟成员国聚集莫斯科，制

定反对欧盟航空碳税的一揽子报复性方案

的敏感时刻，欧盟财长会议却提出，欧盟委

员会将在今年 6 月份制定出全球航空和航

海运输行业碳排放税的征收价格单。

一方面表态航空碳税仍有谈判余地，

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征收海运碳排放税，如

此情绪化的反应被认为是欧盟在为以后的

谈判增加砝码。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

侯宇轩说：“如果其他国家持续在航空碳税

上不依不饶，欧盟将会在海运方面给其他

国家施压。欧盟有可能在航空碳税方面适

当妥协，然后通过海运碳税进行弥补。”这

意味着欧盟将不单单征收航空碳排放税，

还主动扩大征收碳排放范围，瞄准了航海

运输业。而目前，航运业已经处于低谷，亏

损航企比比皆是，欧盟此时开征碳税必然

进一步增加航运企业的负担。

去年 12 月，欧盟宣布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征收国际航空碳排放税。根据规定，

所有在欧盟境内机场起降的国际航班都要

为碳排放缴纳费用，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

全 球 2000 多 家 航 空 公 司 都 被 列 入 该 体

系。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测算，欧盟的

做法意味着全球航空业将在未来 8 年额外

增加 238 亿美元的负担。

如此“霸王条款”犯了众怒。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媒体部主任康希尔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欧盟的碳交易体系将扭曲国际航空

业的竞争局面，欧盟坚持强征航空碳税很

可能会引发与一些国家的贸易战。“谁都不

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尤其是正面临资金难

题的航空业和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

不过，欧盟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强行征

收碳税也是有说辞的。中国社科院欧洲所

科技室主任张敏分析指出，一个冠冕堂皇

的理由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人

类资源和环境。但实际上，这是欧洲为抢

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话语权和抢占

低碳产业发展制高点而采取的重要策略。

此外，征收航空碳税也是欧盟获得公共财

政收入的一个新途径。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的经济基础就

开始动摇，经济增长难觅良方，征收碳排放

税对欧盟而言将成为增加收入的途径。侯

宇轩说：“增加税收来源以及推销自己的绿

色技术是欧盟征收碳排放税所能获得的好

处，尽管欧盟极力否认，但是我们认为，欧盟

征收碳排放税是想站在道德高地上收钱。”

财经评论员马红漫也指出，事实上，深

陷债务危机的欧盟此番抛出碳排放交易体

系，很可能是为了应对经济复苏乏力而采

取的应急措施，通过提高他国航空公司运

营成本的方式保护本地区航空业竞争力。

而且，如若掌握了航空业碳税的话语权，那

么，欧盟也将能够在电力、钢铁等其他重要

领域轻松推广碳排放交易体系，进而为夺

得新经济增长点先机争取筹码。

全球新一轮裁员潮来势凶猛

2012 年还未过两个月，去年从金

融行业开始的裁员潮再度扩散，宝洁、

诺基亚、百事等众多全球性企业已相

继宣布裁员，欧洲成了“重灾区”。目

前，欧洲大型公司的裁员速度比去年

快 3 倍以上。欧元区失业率已触及 13

年来的最高水平。

商务部圈定重点开发市场名单

在 上 周 召 开 的 全 国 进 出 口 工 作

会 议 上 ，商 务 部 初 步 圈 定 了“ 十 二

五”期 间 将 重 点 开 拓 的 30 个 新 兴 市

场 名 单 。 商 务 部 副 部 长 钟 山 表 示 ，

已 选 取 的 新 兴 市 场 广 泛 分 布 于 亚

洲 、欧 洲 、非 洲 和 美 洲 ，俄 罗 斯 、印

度、南非、部分阿拉伯国家及其他一

些 资 源 丰 富 、战 略 地 位 重 要 的 国 家

都包含在内。

工信部发两大产业“十二五”规划

日前，工信部发布《电子信息制

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以及《太阳

能光伏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前

者对电子信息制造业提出产业销售

收 入 年 均 增 速 保 持 在 10% 左 右 的 目

标，后者在经济、技术、创新和光伏发

电 成 本 等 4 个 方 面 对 太 阳 能 光 伏 产

业提出了具体目标。

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

银 监 会 近 日 印 发《绿 色 信 贷 指

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

贷提出了明确要求，例如，银行业金

融机构应重点关注其客户及其重要

关联方在建设、生产、经营活动中与

耗能、污染、土地、健康、安全、移民安

置、生态保护、气候变化等有关的环

境与社会问题。

中国楼市或掀新一轮降价潮

由龙头 地 产 企 业 保 利 集 团 带 头

掀起的降价风波正在楼市蔓延。近

日 ，更 多 房 地 产 企 业 纷 纷 以 促 销 的

名 义 加 入 降 价 大 军 。 市 场 人 士 预

计 ，更 大 规 模 的 促 销 将 在 3 月 份 展

开，这 将 是 自 去 年 10 月 底 以 来 全 国

楼市的第二波降价潮。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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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财务省日前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

数据显示，2012年1月份，日本贸易逆差首次

单月超过1万亿日元。另外，2011年，日本贸

易逆差达2.49万亿日元（约合2030亿元人民

币）。日本自1980年以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

对同样是出口超级大国的中国而言，具有明显

的警示作用。

警示之一：任何已经成为或将要成为

出口大国的国家，都必须面对一国经济环

境变化的风险，即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

对其进出口尤其是对出口增长的影响。

进入 2012 年，欧债危机的不确定性、自

然灾害及伊朗核问题可能引发国际油价波

动等因素，使日本贸易环境尤其是出口形

势相当严峻。同样，自 2011 年第三季度起，

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欧盟及日本市场的

占比分别下降了 1.3 个百分点、1 个百分点

和 0.6 个百分点，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下降幅度较大，预计 2012 年中国进出口

增速还将进一步回落。

警示之二：任何出口大国都不能自恃

其竞争优势可以长期存在。

日本在2011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但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华尔街日报》在1月24

日发表题为《日本出口超级大国时代结束》的

文章指出，“全球最强有力的出口引擎之一正

在失去动力。几十年以来，凭借强大的制造

能力和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日本向全球市

场大量出口汽车、消费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器

件。但这种情况已成为过去。”为什么？根本

原因在于全球竞争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

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令日本

不得不面对“后来者居上”的现实。

同理，中国也会面临其他新兴经济体

的竞争与挑战。从目前来看，中国不仅面

临传统出口大国和出口强国的强劲竞争，

而且，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发展中国

家与中国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另外，近

年 来 ，涉 及 中 国 出 口 产 品 的 贸 易 摩 擦 加

剧，不仅冲击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通信、

光 伏 太 阳 能 等 新 兴 产 业 也 成 为 众 矢 之

的。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出口竞争优势

将不断受到挑战。

警示之三：本币升值对出口大国的威

胁正日趋明显。

曾有经济学家发出警告称，如果日元保

持强势并且全球需求疲软，今后几年，日本

贸易仍将持续逆差。反观中国，2012 年新年

伊始，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此起

彼伏。对十多年来保持 9%以上的经济增长

速度和超过 20%的出口增长速度的中国来

说，人民币受到升值压力是无法回避的，在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然步履维艰的时候更

是如此。对此，中国应当正视人民币升值问

题，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

心副主任、研究员）

航空航海通吃 欧盟杠上碳税交易
■ 本报记者 静 安

日本结束出口超级大国时代的三点警示
■ 潘正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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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人民币国际化无法绕开资本

项目开放这个圈子。日前，央行调统司司

长盛松成领衔的课题组撰写的一份报告正

式公布。该报告明确描绘出中国资本市场

开放的清晰路径图，并给出了相对具体的

时间表。

这份名为《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

条件基本成熟》的报告将资本账户开放步

骤分为短期、中期、长期 3 个阶段：短期安

排（1 至 3 年），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

接投资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中期安

排（3 至 5 年），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

业信贷管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长期安

排（5 至 10 年），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先开

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

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

数量型管制。

报告称，中国当前正处于资本账户开

放战略机遇期，开放的风险基本可控，不能

过分强调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或者人

民币国际化条件完全成熟再进行资本账户

开放。据悉，资本管制开放分 3 个领域：直

接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上海市金融

服务办综合协调处副处长崔远见透露，在

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将遵循“先一级市场

后二级市场”、“先非居民的国内交易后居

民的国外交易”的开放原则，降低开放风

险，相机决策。预计下一步有可能放松的

是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

企业“走出去”，初期可以考虑逐个审批。

（田俊荣）

央行首次公开
资本项目开放路径图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1 月份，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

2726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 7.8%。其中，服装出口 138.4

亿美元，增长 3.5%，纺织品出口 76.8 亿美元，下降 6.8%。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