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本周初，世界贸易组织（WTO）争

端解决机制专家组（以下简称专家组）已经

将就美日欧诉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的争端做

出的中期报告发给了争端各方。虽然最终

报告要在 6 周至 8 周后才有可能公布于世，

但有媒体指出，专家组基本支持美国、日本

和欧盟针对中国稀土出口限制政策违规的

诉求。日本媒体甚至已经公开报道称，专

家组已经对美日欧针对中国稀土出口管制

的诉讼作出初步裁定，基本上同意原告的

论点。

“其实这个消息早已传出。中国在入世

的时候已有相关承诺，初步裁定确实对中国

不利。但目前看来，中国只能继续上诉。”厦

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

对《中国贸易报》记者表示，“从中国的角度

来看，这个事情急不得。”

中国应诉理由不被重视

事实上，美日欧与中国在稀土问题上的

分歧已持续数年，稀土案也已耗时一年半——

2012 年 3 月，美、日、欧三方先后向 WTO 提

起贸易争端诉讼请求，认为中国针对 17 种

稀土以及钨和钼的出口配额和出口税等实

行了限制性措施。之后进行的双边磋商并

没有得出解决方案。2012 年 9 月，由世贸组

织总干事组建专家组进行裁定。

但中国并非不愿息事宁人。只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是：稀土的过量生产将导致环境

被破坏，阻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有调查显示，在稀土矿山上，被开采完

的稀土矿周围已经不再生长植被，有的甚至

整座山已被挖空，变成了秃山。江西省工信

委此前发布的相关资料显示，2011 年，整个

江西省稀土主营利润也只不过为 64 亿元，

380 亿元的巨额“环保欠款”是前年江西省

整个稀土行业利润的 6 倍之多。

商务部曾多次表示，关于稀土问题，中

方政策目标是为了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可

持续发展，无意通过扭曲贸易的方式保护国

内产业。中方一贯尊重世贸规则，积极履行

世贸承诺。

但欧美日的态度依旧强硬。其实，对于

资源出口，中国不是首个，也不是唯一一个

采取配额制的。据林伯强介绍，很多国家和

地区都对出口实行配额，最典型的例子是石

油输出组织（OPEC）国家的石油出口。

美日欧早有准备

外界预计，WTO 专家组将在征询有关

方面意见后，最快于 11 月中旬发布最终报

告。而根据流程，专家组的审理相当于“一

审”。如果对专家组的报告不满，中国可以

上诉至 WTO 高级委员会，以便最终裁决。

但国内业界依旧对此案的最终结果不

看好，而让他们普遍持悲观情绪的原因是，

之 前 曾 经 出 现 过 类 似 案 件 ——2011 年 年

底，美国、墨西哥和欧盟在 WTO 框架内向

中国提出贸易争端请求，指责中方对铝土等

9 种原材料采取出口配额、出口关税、价格

以及数量控制，违反世贸规则。而结局是

——中国的申诉被驳回。

对此，上海汉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怀涛

分析指出，WTO 的最终裁决报告实际上推

翻了初步裁定中关于中国出口许可、最低出

口价格要求、出口配额和费用管理等方面的

限制，但维持了初步裁定中出口税和配额的

核心内容，驳回了中国基于环境保护或供应

短缺对初步裁定提出的上诉请求。

“中国一直强调设置出口配额和出口

关税的目的是保护资源和环境，而保护自

然资源是 WTO 允许的，但前提是此类措

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目前

来看，中国尚未做到出口配额与国内消费

保 持 数 量 一 致。”王 怀 涛 认 为，按 常 规 来

说，那次的判决很可能成为 WTO 裁决此

次稀土案的范例。

不 过，WTO 原 则 上 要 求 取 消 出 口 限

制，但规定了两项豁免条款：“为保障人民、

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及“与

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如此类

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

“因此，一旦结果对中国不利，中方应当

积极上诉。”王怀涛表示，中国应坚持“中国

采取的稀土政策措施是出于保护资源、环境

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对本国稀土的生产和

消费进行必要限制，符合 WTO 规则的豁免

规定”。同时，中国稀土资源供应紧张，环境

污染严重，横向对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对相关

紧 缺 资 源 的 出 口 税 率 也 远 不 止 10% 的 水

平。为此，中国应援引这两项条款作为实施

稀土出口限制的正当理由，并进行横向对

比，以说明提高稀土出口关税的合理性。

败诉并不意味着没活路

如果最终裁决中国败诉，中国可能将放

开在稀土政策上的管制。王观涛表示，中国

稀土行业没有了关税和出口配额的限制后，

很可能陷入阶段性价格混战，并导致恶性竞

争，极不利于环境保护。

但林伯强指出，即便败诉，中国也并非

束手无策。“中国对稀土出口实行配额制度

其实只是在行业整合没有完成的情况下采

取的应急之策。单就稀土行业来说，中国相

关产业的整合如果顺利进行，配额制度迟早

是要取消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合过程中，中国稀

土产业仍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环境成本

问题，另一个是在国内和国外市场都存在的

稀土问题的不可控性。“原本，从市场发展来

看，企业越多竞争越激烈，产业发展越好。

但涉及到资源类产品的出口就不是这么回

事了，反而是把企业做大做强更容易对出口

价格和规模形成制约。”在林伯强看来，只要

把资源成本提高，稀土的价格自然就会随之

水涨船高。同时，如果对国内企业征收税

费，稀土的价格也会随之提高。不过，目前

最根本的策略还是“由内而外”，即先治理国

内稀土的乱象，再考虑对外政策。当下，整

合稀土行业最重要的是得到地方政府的全

力配合，让国家的相关规章政策能够真正上

行下达。

据悉，WTO 诉讼最快年底见分晓。不

过，按规定，调整新的出口关税和配额政策，

可以有半年至一年的宽限期，即可能最晚于

2015 年年初全面放开稀土关税、配额。

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

四国”一直以来在气候谈判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日前，“基础四国”第十七次气候变化部

长级会议在杭州落幕。在会后发表的联合

声明中，四国表示，将在华沙举行的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的优先任务是有效履行巴厘

进程各项决定，兑现业已作出的承诺，特别

是发达国家应切实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承诺。

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与会的中国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说，按照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

和《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发达国家有责任为

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去年 12 月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

通过的一揽子决议重申，发达国家须为发展

中 国 家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提 供 资 金 支 持，并 在

2020 年前实现“绿色气候基金”每年入款 1000

亿美元的目标。这次的“基础四国”联合声明

也再次敦促发达国家落实有关资金，并且在

资金比例上，公共资金应是主要来源，来自私

营部门的相关资金只是辅助性的。

对此，解振华表示，我们支持私营部门发

挥作用，但是公共资金应该为主。政府要制

定激励性的政策和措施，鼓励私营部门资金

进入气候变化的市场，所以政府的作用至关

重要。

联合声明同时重申，华沙会议应在德班

平台就适应、资金、技术等《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下称《公约》）支柱开展平衡、结

构化、正式的谈判，就如期达成 2015 年协议

发出积极信号。

此外，此次与会各方还表示，将继续推

动加强“77 国集团+中国”在《公约》和其他气

候变化多边机制中的团结和声音。（张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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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法》修订 强化经营者义务

投资者青睐欧洲重债国资产

近期，欧洲经济悄然复苏。业

内人士表示，复苏正在重塑投资者

对欧洲经济的信心。据外媒报道，

以美国投资者为代表的海外资金

已经大举介入欧洲股票市场，资金

规模已创多年来对欧投资总额的

最高水平，其中，欧洲重债国股市

尤其得到了投资者的青睐。

外企赴西班牙淘金被泼凉水

迟迟未得审批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刊文称，西

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地区和阿斯图

里亚斯地区存在金矿的消息吸引了

海外矿业公司进行投资，但当地政府

与投资公司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迟

迟不批准开采工作。

解决本国需求

印煤矿开采将对“私”开放

印度《经济时报》日前报道称，

印度政府将在近期首度邀请私有

公司通过竞争性投标申请采煤许

可证。这一措施将有效地结束国

有企业印度煤炭公司（Coal India）

的垄断地位，并以此缓解印度国内

严重紧缺的煤炭供应。

海外资本进军日本再生能源市场

据中国驻日本使馆经商参处消

息，目前，中国、澳大利亚、美国、韩

国、西班牙等国银行或企业不断在

日本各地投资太阳能发电站，预计

今后 5 年的总投资额将达 7000 亿日

元，占日本全国太阳能发电总投入

的 10%左右。大量海外资金的涌入

可以进一步推动太阳能发电的普

及，但发电规模迅速扩大后，电力网

线将难以及时满足大量的输送电需

求，恐将进一步造成电力成本上升。

（本报综合报道）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日前对外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日前对外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22012年年，，中国珠宝类消费额高达中国珠宝类消费额高达30003000亿元亿元，，人均消费人均消费200200元元，，同比同比

增长接近增长接近1515%%。。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季春红季春红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

会议，讨论十八届二中全会以来中央政

治局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

审议并同意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

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 11

月 9 日至 12 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

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

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八届三中全

会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充分发扬

党内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各地区

各部门各有关方面和党的十八大代表对

文件稿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要

逐条研究、认真吸收，集中全党和各方面

智慧制定好文件，使之成为新形势下全

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今年 3 月以来，中国涉外经济领域

新政频出，从“国六条”到上海自贸区挂

牌，中国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布局初现端

倪。有媒体从多方消息证实，面对金融

危机后的国际贸易新格局以及国内经

济转型升级的需求，三中全会将对涉外

经济做出顶层设计。以上海自贸区为

突破口，中国政府致力于打造新的开放

平台，推进服务贸易，加快人民币国际

化进程，释放改革红利，助力中国经济

升级。

据介绍，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很 多 重 大 政 策 都 在 三 中 全 会 出 台，体

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纲领。

（静 安）

十八届三中全会

或将对涉外经济做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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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
华为成德国最大中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