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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速 递

人民币与新加坡元直兑开启

日前，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

市场开展人民币对新加坡元直接交易。华侨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为首批人民币对新加

坡元直接交易做市商。该公司执行董事兼首

席执行官康慧珍表示：“随着人民币和新加坡

元之间直接交易这个市场习惯逐步建立，位

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大中华地区等核

心市场及欧美和亚太地区的境内外企业银行

客户和个人投资客户都会从中获得益处。”

日本经济深陷结构性困境

由于日本经济下行风险凸显，日本学者

现在最常提及的词汇已从“复苏”转为“衰

退”。近期公布的系列数据显示，日本经济遭

遇安倍晋三二次执政以来最严重的寒流。今

年二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萎缩 7.1%，创 5

年以来最大跌幅；上半年贸易赤字 5.4271 万

亿日元，创1979年来半年数值新高；国内消费

需求依旧收缩，贸易失调难以逆转。

大宗商品价格连跌 巴西外贸显颓势

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

格全线下行，影响巴西主要外贸行业表现。

巴西罗森博格咨询公司日前发表预测报告

称，受到国际市场价格下跌的影响，尽管

2015 年巴西仍将维持目前的出口量，但是仅

大豆和铁矿石这两项，明年的外贸收入就将

减少 175亿美元。巴西官方和一些咨询机构

的预测均认为，2014 年，巴西贸易顺差急剧

下跌，预计明年将转为逆差，形势十分严峻。

德国出口遭遇“滑铁卢”

德国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8

月季调后出口月率暴跌 5.8%，超过预期 4.0%

的下跌幅度。而就在7月，德国出口还保持着

4.7%的增长。欧债危机期间支撑起整个欧元

区信心的“火车头”如今不仅熄火，竟还出现

了倒退的苗头。受访专家分析，欧元区内区

外需求双降是主要诱因。值得担心的是，目

前还没有更好的方法令德国出口恢复动能。

25家欧元区银行未通过压力测试

欧洲央行日前公布了欧元区银行业全

面审查与压力测试结果，共有 25 家银行未

通过压力测试，资金缺口为 250 亿欧元。

这一结果和市场预期接近，欧洲央行也对

测试结果表示满意。欧洲央行表示，25 家

“不及格”银行中，12 家已在 2104 年审查期

间补足了共计 150 亿欧元的资本缺口，剩

余银行应在结果公布后两周内提交资本补

充计划，并在未来 9 个月内完成计划。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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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推广的专业媒体平台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

三言二拍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近年来，中美投资贸易争端接连不断，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开展投资并购或业务

拓展时屡遭不公正待遇，在维护合法权益方

面更是举步维艰。

分析人士认为，中美投资贸易争端无法

避免，而中美贸易投资协定将在很大程度上

缓解这些问题。

近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新

书《联接亚太：通往美中自由贸易和投资》提

出，中美双方应考虑达成中美贸易投资协定

或者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可行性，通过降低

双边贸易、投资壁垒以深化经贸联系。

另外，该研究所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

示，如果美国与中国实现自由贸易，那么每

年将为两国带来 4600 亿美元的合计经济收

益。如果两国达成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全面

协议，那么 10 年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将翻

番，服务业的出口增幅尤其明显。中国将获

得 3300 亿美元的收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

值的 1.9%，而美国将受益 1300 亿美元，相当

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0.6%。

值得一提的是，《联接亚太：通往美中自

由贸易和投资》一书建议中美两国共同加入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终建立亚太自贸区。

这无疑将为 11 月举行的 2014 年 APEC（亚太

经合组织）北京峰会吹响先锋号。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沈丹阳日前在回答记者关于本届

APEC 峰会的成果预期的提问时就表示，中方

将围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主线，重点

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和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全球价值链和供应

链连接、合作，推动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或将在明后年完成谈判

10 月初，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公

开表示，中美两国目前正在磋商投资协定，

可能将在两年后完成谈判。他坦言，眼下开

局情况非常好，但下一个阶段的谈判仍很艰

难。协定还需要得到两国立法机构的批准，

这也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

国也表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是艰巨

的。“谈判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不亚于中

国加入 WTO 的前期谈判。”目前，谈判已经

进入双方的深水区，但他仍对谈判抱有乐观

的态度。谈判需要加速，争取在 2015 年底

完成。

魏建国说，中美之间的互补性在当今世界

显得越来越明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需要在

双边投资协定上加速。中美双向投资蕴含着

继续增长的巨大潜力，其表现之一是，近年来，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逐渐超越了美国对华直

接投资。这一转折要求包括美国领导人在内

的各方给予更多关注，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

据悉，中美贸易投资协定争取在 2014

年底初步达成框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

借鉴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和其他国

家谈判的经验来加速谈判进程。

美国国际企业家协会秘书长闫宗伟在

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投

资协定谈成，将给中国企业带来诸多利好。

比如，将减少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不确定

性。同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如果遇到征收

等风险，将在获得补偿方面受益。”

负面清单谈判是关键

然而，目前，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

等其他贸易议题上分歧很大。

但中美两国已经达成共识，将争取在今

年完成双边投资协定的文本谈判，并在明年

年初开始负面清单谈判。

闫宗伟认为，负面清单的谈判值得期待，

这对中美关系和两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都会起

到关键作用。美国希望通过谈判促使中国进

一步开放市场，同时也希望中国改善投资环

境，约束国有企业；而对中国来说，则希望借

助谈判促使美国公平对待赴美投资的中国企

业，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另外，美国应

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保持开放的态度，提高美

国外国投资审查程序的工作效率。但谈判想

要明年就有结果，恐怕并不容易。

美国全国商会大中华区执行主任王杰

说，在明年开始的负面清单谈判中，对美方

来说，重要的是负面清单要尽可能的短。

闫宗伟表示，美国已经与 41 个国家签

订了双边投资协议，中国无疑将是最大的协

议国。当然，达成一项综合性贸易投资协定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美商界都希望能尽快

看到这样一份贸易协定。

应对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投资协定谈判提速
本 期 看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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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耗红线难突破
汽车节能迎来利好

截稿新闻

中国支持终止美国
对古巴经济、商业封锁决议案

自 6 月以来,原油价格在 4 个月内跌了

25%左右，且未来还处于跌势，油价暴跌可

以说是这一轮大宗商品周期尾声，给很多

国家带来不同的影响。

俄罗斯总统普京声称能够顶住油价下

跌的压力；委内瑞拉 100 多年来首次进口石

油，同时，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贷款或将

延期。油价暴跌对产油国的不良冲击已经

显现。而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国家似乎比较

淡定，沙特自认为可以忍受两年低油价，而

科威特则说油价下跌的影响不大，但如果长

期低油价就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油价暴跌对产油国的影响似乎冰火两

重天。事实并非如此，多数产油国都被套上

了石油的紧箍咒。这些国家的产业单一，但

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当国际能源价格暴涨

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大获其利，成为国际经

济舞台上的超级“大猩猩”。油价跌下去之

后，这些国家就成了马戏团的“小猴子”。

对于能源的进口国来说，油价暴跌是

个好事，相当于在石油消费领域减税 25%，

进一步淡化能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

世界经济的“能源密度”在下降，也就

是说经济对能源的依赖度在下降。发达经

济体中服务业占主导，人力资源、智能资源

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这一轮油价下跌除了供需发展变化之

外，比如北美页岩革命带来的额外能源，还有

就是全球能源消费结构在变化。尤其是作为

最大的能源消费增长国，中国经济在调整、降

速。另外一个因素是美元在走强，国际能源价

格还是以美元来计价的，油价就是石油与美元

的比价，美元指数上升了，油价必然下跌。

油价具有了很强的金融属性，对于俄罗

斯、委内瑞拉这些国家来说，油价下跌带来的是

双重压力：油价下跌瓦解了既有的财政预算基

础；美元指数上涨使这些国家的货币也在贬值，

尤其是俄罗斯还经受着欧美严厉的金融制裁。

不错，俄罗斯有 4500 多亿美元的外汇

储备，但是这些外汇既没有覆盖俄罗斯的

外债，也不可能全部投入卢布的保卫战之

中。普京的远见在于将石油出口换来的钱

投入到联邦储备基金和国民福利基金中，

以备不时之需。但长期来讲，无法应对石

油收入减少和资本外流的双重挑战。

油价下跌对既有的石油生产模式和能

源安全的概念也会有不小的影响。

首先，高油价推动了石油替代产品的

研发与生产，如果没有高油价以及“最后一

桶油”的危机感，页岩革命也很难启动。普

京所说的如果油价一直在低位，美国的能

源生产会崩溃，也有些道理。

其次，油价下跌也促使我们思考，能源

安全除了稳定的供应之外，还需要计较一下

成本，不惜血本买油气田或者进行石油储备

是否合理，需要检讨与反思。 （孙兴杰）

油价下跌 谁的危机？

《水俣公约》静待生效
中国汞治理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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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 69 届联合国大会日前以

188 票赞成、2 票反对和 3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通过题为“必须终止美利坚合众国

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的决议

草案，要求美国取消对古巴实施了 50 多

年的禁运。中国再次投赞成票支持古巴

在本议题下提交的决议草案。

据悉，这份由古巴提交草案并由联

大投票通过的决议指出，仍有会员国颁

布和实施法律和条例，如 1996 年 3 月 12

日颁布的所谓“赫尔姆斯-伯顿法”，其

域外效力影响到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在其

管辖下的实体或个人的正当利益，并影

响到贸易和航行自由。

决议称，自 1992 年联大通过类似决

议以来，这种旨在加强和延长对古巴的

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的进一步措施仍

在继续颁布和实施，对古巴人民和住在

其他国家的古巴国民造成的不利影响。

决议表决前，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

表王民表示，联合国大会已连续 22 年以

压倒性多数的票数通过“必须终止美国

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决议，

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这些决议并未得

到有效执行，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

金融封锁至今仍未停止。这不仅违背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和联大有关

决议，而且给古巴造成巨额经济和财政

损失，阻碍了古巴人民消除贫困、促进经

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

努力，损害了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

权，也影响了其他国家与古巴的正常经

济、商业和金融交往。当前，世界经济复

苏乏力，国际社会还面临粮食危机、能源

危机及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对古巴的

封锁和制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合

情理。

王民最后表示，中国希望美国依照

《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联大有关决

议，尽快终止对古巴的封锁，也希望两国

不断改善关系，以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地

区的稳定和发展。 （任 民）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 1 月至 9 月，油脂类产品

的价格跌了 5%。

记者日前获悉，目前，豆油价格已经跌至 2006 年以来的最低

点。其中，金龙鱼、福临门等品牌食用油纷纷宣布降价，部分城

市食用油价格最多下降了三成。

本报记者 鼎文 摄

俄罗斯“硅谷”
亟待中国企业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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