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将近，北京市场蔬菜价格总体稳定，与去年同期

相比略有下降。目前，北京已经增加50%以上蔬菜储备规

模，以应对节日市场的价格波动。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酝 酿 已 久 的 中 欧 投 资 协 定 谈 判 终 于

启动。1 月 21 日至 23 日，首轮谈判在北京

举行。

中欧投资协定是中国与欧盟层面签订

的首份全面投资协定，与之前中国与欧洲国

家签订的投资协议不同，这份投资协定在关

注投资保护的同时，更多地涉及市场准入和

开放内容。

欧洲中国总商会秘书长闫宗伟在接受

《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标志着中欧

投资合作跨出了重要一步，具有里程碑意义。”

浙江省东阳市六环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忠泉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中欧投资协定谈

判的意义不会仅停留在国家层面，最终将会

对中国企业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这是中国

企业最关心的问题，比如，中欧投资协定将会

带来哪些机遇，又会带来哪些挑战等等。”

过去10年：战略关系趋于成熟

数据显示，2003 年，中欧关系由“全面

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

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得到深化，中欧建立起

60 多个对话机制。2012 年，双方贸易额达

到 5460 亿 美 元 ，与 2003 年 相 比 增 长 了 4

倍。2013 年，欧盟连续第十年成为中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更是连续第三

年超过了 50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

刚刚卸任的欧盟驻中国代表团团长艾德

和说：“过去10年，欧盟同中国的关系变得更加

成熟，我对双边贸易发展充满信心。”他认为，

近年来，中欧关系从战略上得到了加深和加

强。其中，贸易关系依然是欧盟和中国关系中

最核心的内容。目前，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

市场，而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市场。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认为，中欧投

资协定首轮谈判的启动将有利于促进中欧

双向投资增长，有利于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也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

重要举措。中欧双方都表示将致力于通过

达成投资协定，为双方投资者提供稳定、透

明、可预期和开放的法律环境。

2014年：经贸合作将更好

2014 年中欧经贸关系前景如何？商务

部对涉外投资审批体制改革制定了怎样的

路线图？沈丹阳做出了回应。

他表示，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涉及多

个部门的职责，商务部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

拟定具体落实措施，近期重点推动的工作主

要有三项：一是研究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

改革的具体方案，推动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

逐步实现对境外投资实行以备案制为主的管

理方式。二是正在抓紧修订《境外投资管理

办法》，除对敏感国别和敏感行业的境外投资

保留核准外，拟一律实行备案制。三是加强

业务统计监测，完善规划引导和信息服务，既

引导企业及个人了解国外投资环境和商机，扩

大对外投资，也帮助其加强风险防范和应对。

至于中欧贸易依然存在的争端，沈丹阳

表示，在庞大的双边贸易体量中，双方有点

摩擦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正确处理。

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也曾表示，随着双

方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出现贸易摩擦是正

常现象。关键在于双方应该以建设性的态度提

升经贸合作质量，通过对话与磋商妥善处理贸

易分歧。双方应该共同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

护，大力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光伏产

品贸易争端的成功化解就显示了双方有能力、

有智慧来管控贸易摩擦，维护合作大局。

目前，中欧经贸关系正呈现良好的发展

态势。沈丹阳表示，2014 年，中欧经贸合作

将发展得更快、更好。

蒋忠泉佐证了这一观点。他说：“中欧投

资协定谈判启动，将助力国内企业进军欧洲

市场，估计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会

有作用。我们一直与德国有贸易往来，从现

在的签单情况看，今年的生意比去年好。”

未来10年：开启中欧新战略伙伴关系

数据显示，中欧每天的货物和服务贸易

量远高于 10 亿欧元，但是，欧盟对中国的对

外直接投资却只占其总量的 2.1％，可见中

欧双方对外直接投资潜藏的巨大空间。万

季飞表示，双方在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科技

创新、绿色发展，特别是城镇一体化方面有

着众多利益契合点，扩大双向投资和高科技

产品贸易潜力巨大。

艾德和也非常看好中国和欧盟在投资

方面的合作潜力。他说，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的顺利进行表明，未来，中国和欧盟在投资

方面还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

沈丹阳表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

天，中欧产业间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经

贸合作前景广阔，中欧投资协定首轮谈判将

开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 10 年。

近年来，中欧双方共同诉求、共同利益上

升，良性互动因素增多，新合作领域不断扩

大。从战略层面上看，在联合国及国际金融

体系改革、经贸、全球治理、气候变化、能源及

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上，中欧既是主角，又都

缺一不可。欧盟领导人曾多次表示，“中欧合

作将成为21世纪国际合作的典范”。

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

中心主任王毅看来，中欧将共构面向下一个

10 年的中欧新型关系，打造中欧战略伙伴

关系的升级版。新型伙伴关系的“新”在于，

中欧双方需要思考如何在合作与竞争并存

的情况下实现互利共赢，只要双方共同努

力，就完全有可能在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走

出一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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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毛皮产业
正经历暖冬下的“寒夜”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启动 打造中欧关系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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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路”不好走 大联盟搅动市场

美国“抢”中国春节游客

纽约拼奢华麻省靠教育

中国春节临近，美国不少城市正造势争夺中

国游客。一份调查显示，在今年计划出国旅游的

中国受访者中，29%的人选择赴美旅游。其中，

31%的人被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奢侈品店、高级

酒店以及物美价廉的大型购物中心所吸引，计划

去纽约。而作为科技中心和教育之都，麻省的高

等教育体系也成为吸引中国游客的一大亮点。

日谋划“亚洲经济走廊”与中国竞争

日本政府近来与印度在军备、经济合作、

核电技术引进、外交等领域过往甚密。有媒

体称，日印两国政府将落实在东南亚、东盟之

间建运输网的“亚洲经济走廊”，共建道路和

港湾，从而激活产品往来，促进地区经济发

展。但所谓的“亚洲经济走廊”也许醉翁之意

并不在经济，而是拉拢东南亚国家，提高日本

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以此牵制中国。

德国调整可再生能源政策

德国政府日前就能源转型改革方案达成

一致，包括降低对新建可再生能源设施的补

贴、减少高耗电工业企业特权等内容。因为

发展新能源的前期投入巨大，需要政府补贴，

消费者还要承受电价上涨，能源结构调整也

关系着工业竞争力，所以，德国政府不得不调

整现有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

中俄贸易去年遭遇大刹车

中国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 1.1%，为 890 亿

美 元 。 其 中 ，中 国 对 俄 出 口 贸 易 额 增 长

12.6%，达到 500 亿美元，而俄罗斯对中国出

口 额 相 比 2012 年 减 少 10% ，为 近 400 亿 美

元。业内分析指出，全球经济颓势是中俄贸

易“火车头”行驶速度明显减缓的主要原因。

加拿大西北地区盼望中国投资

加拿大西北地区负责人鲍勃·麦克劳德

日前结束了为期 11 天的访华行程。他此行主

要是为了促进加拿大西北地区皮毛产品的出

口、吸引中国对该地区矿业的投资、推销该地

区的石油和天然气。据称，加拿大西北地区

一些矿已经得到了政府批准，正在寻求投资，

其中包括广泛用于制造电子产品的稀土矿。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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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市场转型
多个城市政府会展项目“瘦身”

■ 陶短房

上周，瑞士成为国际事务最活跃的平

台，世界经济论坛 2014 年年会在其东部小

城达沃斯落下帷幕。

从诞生第一天起，达沃斯论坛这个号

称“全开放思想碰撞”的平台，就旗帜鲜明

地站在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的一边。创始人

施瓦布 1971 年首开论坛的初衷，就是向

“老欧洲”的刻板商业大亨们推销在他看来

代表了全球经济未来的美式自由经济理论

和全球化原则。

正因为达沃斯的这种风格和取向，在

“老欧洲”这个主场也好，在全球范围内也

罢，人们对其评价和热衷程度，都和自身处

境、立场息息相关。自“撒切尔主义”实施

并因此尝到甜头后，英国就成为欧洲最热

衷达沃斯的国度，美、日以及不少新兴国家

更不在话下，因为它们无一不是全球化和

自由经济的受益者。相反，一直在欧洲标

新立异，对“世界的盎格鲁化”啧有烦言的

法国，素来对达沃斯不“感冒”，自创办以来

唯一出席过论坛的总统、总理，只有“最不

像法国总统的法国总统”萨科齐一人，本届

也只来了 3 个部长“点卯”。

但本届论坛，敏感的法国媒体发现，自

己不再“孤独”——对达沃斯不以为然的人

开始多起来。

比如曾经对达沃斯热情似火的苹果公

司，其新任掌门人库克就已不似前任乔布

斯那般热衷；曾是达沃斯常客的谷歌创始

人佩奇和布林，已经好几年没有光顾了；曾

喜欢往达沃斯跑的 Facebook 老板扎克伯

格，如今也开始悄然缺席；世界最大基金之

一——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穆罕默

德·埃里安以往公开推介过达沃斯论坛的

作用，可如今人们发现，他已连续缺席了 3

届。一些经济传媒发现，以往常来常往的

“旧大陆”政治领导人，此次除了达沃斯的

“铁杆粉”——英国首相卡梅伦，就只有几

位欧盟领导人算比较知名，重要欧洲国家

元首、政府首脑出席者寥寥无几。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当初人们

不惜巨额“门票”也要拨冗与会，抱的是一

种取回真经、发展自己的“朝圣心态”，认定

全球化和“盎格鲁式”自由经济是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经济、社会发展“铁律”，而全球

化、自由经济成功人士云集，“榜样国家”政

商领袖荟萃的达沃斯，自然是无论如何都

要来朝拜的圣殿。然而，自金融危机爆发

后，全球化不再仅仅是个别国家和激进非

政府组织质疑的对象，自由经济理论也不

再被当作理所当然的“经济真理”，甚至“榜

样国家”美国，如今也成为动辄树起关税、

非关税壁垒的国度，政府更公然采取了全

球最大规模、最长延续时间的财政干预刺

激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正饱受全球化和

自由经济副作用苦恼的全球政治、经济领

袖们，对达沃斯的朝圣心态自会减色。

三言二拍

从达沃斯论坛看全球经济冷暖

本报讯 1 月 27 日，记者从广西北部

湾经济区办公室获悉，广西壮族自治区

正向国家申报“广西北部湾自贸港区”。

参考上海自贸区模式，广西北部湾

自贸港区以钦州保税港区、中马钦州产

业园为基础，借鉴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

港运行模式，探索改革货物监管和模式，

在金融创新、贸易和投资合作、税收政策

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集聚发展面向东

盟的大宗商品中转、储运、金融租赁等业

务；建成以临港物流、临港产业区为依

托，与国际自由贸易港体制机制及政策

全面接轨的贸易和航运自由港。

作为配套政策之一，广西方面正请求国

家批准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以钦州保税港

区作为离境港，西南、中南地区主要城市作为

无水港启运港；云南、四川等地发来的货物，

在北部湾港发船就可以退税。同时，向国家

申请在邮轮游客离境购物退税、离区购物免

税、限时过境免签证等方面先行先试。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是我国中西部地

区唯一的保税港区，被视为中国—东盟

自贸区的重要平台，是全国唯一被列为

整车进口口岸的保税港区，享受保税港

区零关税、零陆地物流成本等便利。中

马钦州产业园区由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

政府推动开建，是我国继与新加坡合作

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之后，第

三个国与国合作共建的产业园区。上市

公司北海港的大股东广西北部湾国际港

务集团是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主要投资

运营商。 （郑 迅）

广西正申建
北部湾自贸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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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会展业将溢出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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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穗展会踏上2014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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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明水：会展业可走高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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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梵宫：一场文化飨宴的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