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制造商于洋最近有点烦。他在电

话中告诉记者：“经过 1 年多的考察，决定在

山东投资建厂，前期启动资金为 800 万元。”

于洋准备用欧元支付，但令他意想不到的

是，相关方面并不接受，给出的原因是欧债

危机持续恶化，担心欧元贬值。

在与多方商榷无果之后，于洋只好飞往

新加坡，打算将欧元兑换成美元。“无形中，

又增添了一笔手续费，时间成本更是难以计

算，非常希望加快建立人民币与新台币直接

兑换和直接结算机制。”于洋很是无奈，因为

投资建厂前期主要是与地方政府打交道，虽

然当地政府给出诸多优惠条件，但还是遇到

了条条框框的限制。

令人欣慰的是，台商投资大陆的限制有

望进一步放宽。

8 月 9 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海峡交

流基金会签署《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

议》（下称《投保协议》），至此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确定的重要领域合作已全面启动。

中国商务部表示，《投保协议》是《海峡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生效后第

一个完成商谈并成功签署的后续协议，对两

岸经贸领域制度化合作具有承前启后的重

要作用。该协议有利于保护两岸投资者权

益，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促进两岸双向投

资及经贸繁荣。

开启两岸经贸制度化新模式

30 多年来，台商在两岸经贸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当时主要是其单方面来大陆投资。

直到 2010 年，海峡两岸才开始双向投资。

来自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 6 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 8.7

万多个，实际利用台资 558.1 亿美元。如果

累加台商经第三地转投的资金，那么台商在

大陆的总投资额已超过 1100 亿美元。

随着台商在大陆投资的项目与金额日

渐增加，投资纠纷随之增多。于是，出台《投

保协议》的呼声日渐高涨。此次《投保协议》

共 18 个条款，重点包括投资待遇、透明度、

逐步减少投资限制、投资便利化、征收、损失

补偿、投资者与投资所在地一方争端解决、

投资商事争议等内容，而附件则对投资补偿

争端调解程序作了具体规定。

在 台 湾 淡 江 大 学 大 陆 研 究 所 教 授 潘

锡堂看来，《投保协议》之所以不可或缺，

主 要 原 因 是 大 陆 对 于 保 护 台 商 虽 有 法 令

规 范，但 各 地 执 法 宽 严 不 一 。 正 因 如 此，

两 岸 签 署《投 保 协 议》对 台 商 来 说 是 一 大

福 音 。 潘 锡 堂 认 为 ，对 两 岸 经 贸 关 系 而

言 ；《投 保 协 议》的 签 订 ，是 继 ECFA 之 后

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投保协议》将为两

岸投资者提供制度化保护，开启了两岸经

济制度化发展的新纪元。

事实上，《投保协议》对于投资人权益的

保障超出了国际通行的一般规范，对两岸经

贸投资活动中产生的纠纷和争端提供了多

元化、法制化的解决途径，将使两岸双向投

资中产生的纠纷和争端解决有法可循。

权利和义务有望趋于平衡

目前，大陆是台湾的最大出口市场，台

湾有 8 万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做生意。而

与此相对应的是，截止到 2012 年 6 月，大陆

对台湾的投资金额只有 2 亿多美元，这与台

湾对大陆超过 1100 亿美元的投资总金额显

然不成比例。

“台湾对陆资的限制的确太多，应通过

法令进一步放宽陆资来台投资限制。”台湾

行政部门官员管中闵呼吁，除涉及台湾安全

或相关重大管制项目，陆资来台投资参股上

限可放宽，不必担心陆资参股超过 50%将可

掌握公司营运。另外，他还希望取消很多行

业规定陆资不得取得经营权的限制。

TCL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李 东

生 也 认 为，大 陆 企 业 如 果 到 台 湾 投 资，但

对企业不能有效掌控，也不能有实际影响

力，会觉得风险很大。他期待台湾对陆资

开放更加公平，至少能参照给其他外资的

条件。

对此，北京市长安公证处调研部主任

陶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从《投

保协议》内容看是‘双向’的，但更多进步在

于台湾方面，因为台湾投资进入大陆已 30

多年，而大陆投资进入台湾是近两年的事

情，这次《投保协议》的签订，体现了两岸相

互保护、相互促进的原则，使权利义务趋于

平衡，将实现双赢。”

（下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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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看台

海关总署日前公布了今年前 7 个月中

国外贸进出口情况。在 5 月和 6 月连续呈两

位数高速增长之后，7 月，中国出口增速出人

意料地回落至 1.6%，为近 6 个月新低。

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是因为去年基数

较高，另一方面也表明当前欧债危机的冲击

仍然强烈，外需不振、订单不足是企业面临

的突出问题。展望全年，完成实现出口增长

10%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

沿海主要出口省份外贸寒意仍存

“看似不错的五六月贸易数据实际上有

人为调整的因素，因为在年中，涉及出口退

税等政策因素，企业往往有加快进出口的冲

动；而 7 月的外贸数据应该说是回归正常。”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

认为，从国际环境看，当前欧债危机并没有

根本好转，出口企业压力仍然很大，预计 8

月进出口数据还会出现个位数增幅，很可能

会在 5%以下。

海关统计显示，在中国与主要贸易伙

伴双边贸易中，1 月至 7 月，中欧双边贸易

总值 3157.5 亿美元，下降 0.9%。同期，中国

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 2205.7 亿美元，增

长 9%；中日双边贸易总值为 1908.6 亿美元，

下降 0.2%。

分析人士指出，从去年开始，美国经济

虽有波动，但整体在持续复苏进程中，成为

推动我外贸增长的有利因素，但从前 7 个月

的外贸数据看，美国市场对中国外贸的支持

也在趋弱。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7 个月，中美双边贸

易总值为 2714 亿美元，增长 10.5%，对比前 6

个月11.9%的贸易增速，已回落1.4个百分点。

对新兴市场出口表现值得关注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 7 月的贸易数据缺

少亮点，但从上半年总体趋势看，中国外贸

进出口已呈温和反弹之势，7 月数据并不意

味着这一趋势的改变。

交通银行研究部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伟

认为，今年前 7 个月，中国对新兴市场，特别

是对巴西、俄罗斯等国的出口表现值得关注。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7 个月，中国与俄

罗斯、巴西双边贸易总值分别增长 17.7%和

10.3%。“如果能维持得住，中国的进出口份

额从全球范围来看应该还是在上升。”唐建

伟说。

此外，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 7 个月，中

国出口商品结构继续优化：机电产品出口

增长较快，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

降低。

总体来看，中国外贸正处在“调结构、转

方式”的关键时期，外贸企业在研发新产品、

开拓新兴市场、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

科技含量等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外贸

政策应当着眼这一趋势，引导企业趋利避

害，克服挑战，避免大起大落，促进外贸持续

健康发展。 （杜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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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签署投保协议
开启经贸双赢新模式

20国集团将就粮价上涨
举行紧急磋商会议

会展业“营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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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陶海青

丽水世博会：

中国馆传递浓浓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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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出口前景光明

亚洲市场潜力大

据《澳洲日报》报道，最新调查结

果显示，尽管碳税与高企的澳币让出

口业务承压，但澳大利亚出口商的信

心日渐复苏，越来越多的出口商预计，

2012 年的盈利将攀升。

全球PMI萎缩 经济复苏延后

受欧债危机冲击，全球制造业陷

入低迷。7 月份，全球 PMI 从 49.1 下

滑至 48.4，为连续 3 个月下滑。有分

析指出，欧元区政策摇摆不定与延宕，

将使全球信心低迷，全球经济复苏时

程延后。

荷兰自中国进口光伏产品

大幅增加

据荷兰税务和海关总局统计数据

显示，近年来，荷兰自中国进口光伏产品

大幅增加，2009年至2011年的进口额分

别为15.73亿美元、41.21亿美元和49.26

亿美元，3年间增长了213%，自中国进口

额约占荷光伏产品总进口额的66%。

欧债危机给西欧带来

巨大投资机遇

安永日前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欧

债危机使西欧地区成为制造业，尤其

是汽车零部件和重型机械制造业的价

值洼地，中国买家面临巨大的投资机

遇。根据该调查结果，32%的受访中

国高管认为，公司未来 3 年面临的最

好机会在西欧，而目前欧债危机产生

的价值洼地将满足中国企业在产能扩

张和市场增长方面的巨大需求。

巴菲特强力看好银行股

股神巴菲特第二季度操作曝光，

再度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据悉，股

神旗下公司第二季度继续增持股，且

股神公开表示，强烈看好银行股。而

反观国内银行股，整个银行板块 PB 跌

破 1 倍。随着上市银行首批中报——

兴业银行和华夏银行公布业绩，银行

股逐渐引起资金的关注，而近日兴业

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已经显现资

金净流入。 （本报综合报道）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橡胶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中国橡胶轮胎外胎产量达到中国橡胶轮胎外胎产量达到44..204277204277亿条亿条，，比比20112011年同期增长年同期增长88..2222%%，，与与

20112011年同期相比年同期相比，，增速上升增速上升44..2727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季春红季春红 摄摄

本报讯 据国外媒体报道，20 国集

团（G20）将采取行动协调各国，以应对

粮价飙升。此前，作为全球第一大农产

品出口国，美国遭遇半个世纪以来最严

重的旱灾，导致粮食大幅减产。

据悉，20 国集团与联合国（UN）负

责农业事务的高级官员正在讨论召集一

个新的应急会谈，原因是玉米价格现已

升至历史高点，超过了 2007 年至 2008 年

粮食危机时的水平。

20 国集团官员计划在 8 月 27 日这周

召开一次电话会议，就举行上述会谈进行

讨论。据 4 名了解该会谈的官员表示，该

会谈或将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举行。

官员们强调，计划举行的会谈并不

是恐慌信号。恰恰相反，此次会谈旨在

防止各国为应对危机而推出出口限制和

囤 积 居 奇 等 政 策 。 据 了 解，2007 年 至

2008 年间，此类政策使农产品供应不足

的局面演化成为 30 年来首个全球性粮

食危机，导致 12 个国家发生暴乱。

（王 逸）

伦敦奥运落幕

商务旅游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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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订单分兵海外“下南洋”
详细报道见第 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