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伊始，商务部公布了《2015 年出

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正式取消稀土

出口配额制度，企业只需凭出口合同即

可申领出口许可证。此前，世贸组织在

有关中国稀土出口的争端中曾支持美

国、欧盟和日本的诉讼要求，裁定中国的

稀土出口管理措施违反规则，并违背了

中国加入 WTO 时的承诺。毋庸置疑，

此番中国取消稀土出口配额管理是对世

贸组织裁决的正面回应，以贸易大国乃

至贸易强国应有的姿态维护了世贸组织

的权威性。

随着对稀土出口配额限制的取消，

短期看来，中国与欧美日之间的稀土仗

可能告一段落。然而，在利益驱动下，许

多地方政府对稀土资源的滥采滥挖还是

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因此，长远

来看，中国更多要考虑如何算好自己的

稀土账，将规范稀土行业发展的着力点

从贸易环节转向开采环节。在经济新常

态 下，将 来 的 中 国 不 会 再 以 GDP 论 英

雄，地方政府在规范稀土开采秩序方面

也应进一步加大力度。

对于从打稀土仗转向算稀土账，或

许有人会认为是阿 Q 式的自我宽慰。值

得欣慰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规范国内

稀土资源开采秩序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

作，取得了很大成效，如提高了稀土开采

行业的准入门槛，强化了对稀土资源开

发方面的税收管理，加大了稀土行业重

组力度等诸多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

阿 Q 这顶帽子目前还戴不到中国头上。

当然，算好稀土帐是一项庞大复杂的

系统工程，规范稀土开采秩序并不能一限

了之。据了解，中国使用一个单位稀土所

创造的产值不足日本同行的一半。这就

需要重视国内稀土下游产业的承压能力，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延长下游产业链条。

多算稀土账，少打稀土仗，方能促进中国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白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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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

俄 罗 斯 今 年 担 任 金 砖 国 家 机

制轮值主席国，金砖国家峰会将于

7 月初在俄罗斯城市乌法举行。俄

总统普京表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在促进工业生产与技术交流方面

成效显著，5 个国家在国际信息安

全领域立场一致，合作有望展开，

在能源、矿产开发及加工、高科技

农产品加工等领域也即将出现新

的合作项目。

银联卡快速拓展韩国市场

伴随赴韩中国游客爆发式增长，

银联合作卡在韩支付规模大幅扩

大。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韩外国游

客购物结算总额中，银联卡付款比例

达 59.9%。韩三星信用卡、国民银行、

韩亚信用卡等纷纷开发银联卡相关

产品，新韩银行还成立专门对接银联

卡的业务部门。相比维萨、万事达

卡，使用银联卡在海外结算时可减免

0.25%的手续费，节约了购物成本。

土耳其航空全面停飞赴利比亚航班

最后一家在利比亚运营的外国

航空公司土耳其航空公司 5 日停飞

去往利比亚米苏拉塔的全部航班，6

日则表示将不再飞往其他利比亚目

的地，包括班加西、的黎波里或塞卜

哈。在卡扎菲倒台 3 年后，利比亚仍

深陷两股对立势力的暴力权力争斗

之中，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中国赴日个人游签证将放宽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6日在记者会

上宣布，对中国公民赴日个人游新发

放的多次往返签证有效期将放宽至 5

年，旅游地也将可自由选择，新政策将

于 1 月 19 日起实行。此前，中国公民

赴日个人游的签证有效期为 3 年，以

具有充分经济实力的个人及其亲属为

主，条件是初访日本必须降落在岩手、

宫城、福岛、冲绳等县的机场。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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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 淼

用“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来形容当

下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是再恰

当不过了。

从地理位置来看，从北半球到南半球，

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中国与拉美分处地球两

端，无论从哪个方向走，中国去拉美都比去

北美、欧洲、澳大利亚路途遥远。但是，“世

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并不能阻挡中国与拉美

国家日益密切的往来。近年来，中拉关系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

2015 年伊始，中国和拉丁美洲迎来了

双方关系史上的盛事——中国—拉共体论

坛（以下简称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于

1 月 8 日至 9 日在京举行。

为配合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1 月 7 日，

中国-拉美企业家理事会年会（以下简称中

拉企业家年会）在京召开。拉共体轮值主席

国哥斯达黎加总统路易斯·吉列尔莫·索利

斯，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以及双方政商界

160 余人参加了年会。

“中拉企业家年会旨在为中国企业搭建

与拉共体成员国部长直接对话和交流的平

台，帮助中国企业了解相关国家的贸易投资

机遇，并表达对相关市场的业务意向、关切

和诉求。”姜增伟说。

今非昔比 中拉经贸打破局限

在索利斯看来，中拉经贸发展正处于机

遇期，双方应该继续努力为双边贸易创造更

畅通的道路。

当今世界政治版图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

变化，跨地区合作方兴未艾。作为推动经济增

长的新兴力量，中国和拉美之间的合作日益升

级。与过去专注于资源开采投资相比，中国

与拉美国家当下的经贸合作早已打破局限。

据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沈蔚回忆，上世纪 90 年代初进入拉美的

时候，中国公司还很少，当地人对中国商品

还知之甚少。

但如今，小到此前巴西世界杯赛场上的

安检、空调到通信设备以及比赛用球、吉祥

物、球衣等商品，大到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发

射的通信卫星，在拉美，“中国制造”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而在金融、文化等领域，中拉

合作也逐渐步入正轨。人民币已成为中国

与一些拉美国家的直接结算货币。不久前，

拉美最大的银行巴西银行在上海设立了首

家 中 国 分 行 。 数 据 显 示 ，中 拉 贸 易 额 由

2000 年的 126 亿美元迅速增长至 2013 年的

2617.5 亿美元，10 多年时间增长了近 21 倍。

乌拉圭外交部部长路易斯·阿尔玛格

罗 表 示 ，拉 丁 美 洲 是 一 片 充 满 机 遇 的 土

地。“当下，拉美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中，愿意

与世界上任一国家或者地区进行互动。数

据统计结果也显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对

拉丁美洲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基础

设施建设、农业等方面，中拉经贸存在着众

多商机。”他说。

照进现实 双方合作意愿强烈

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部长亚历山大·莫拉

表示，哥斯达黎加认为，中拉双方的合作应

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在以人为本、惠

及百姓的基础上。“中拉关系不仅是国与国

之间的关系，还应该是企业与企业、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他说。

从贸易输出到工程承包再到相互投资的

融合，随着中拉企业经贸活动的展开，中拉人

民也有了更多的交流。在沈蔚看来，这种交

流不仅体现在贸易方面，也体现在思想上。

在国与国的经贸往来中，往往是项目投资

先行。中国葛洲坝集团国家工程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石砾表示，为了能够促进贸易和投资的

便利化，必然会有很多的工程项目作为支撑。

而只有这些项目实现了，贸易投资的目的才能

实现。他代表工程界，希望拉美的相关项目

能够首先考虑与中国的相关公司进行合作。

沈蔚则呼吁双方政府能够为企业提供

更多便利，比如在签证政策方面、法律支持

方面等。“拉美是距离中国最远的地区之一，

中国企业要到那里投资、创业，需要更多的

支持。”他说。

中国企业家的心声在中拉企业家年会

现 场 得 到 了 拉 美 国 家 领 导 人 的 重 视 与 回

复。阿尔玛格罗就表示，对于中国企业来

说，拉美国家的签证确实较难申请，乌拉圭

相关部门对此也很重视。

“乌拉圭外交部也在设想是否可以为中国

企业家设立一个新的签证考察制度。”他说。

借助平台 深化经贸合作

在专家看来，中拉论坛是落实去年 7 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领导人历史性会晤所达成共识的重大举措，

标志着中拉整体合作从构想成为现实。

索利斯表示，中拉企业家年会是在中拉

论坛的背景下进行的，目前，中拉关系正迈入

发展的新阶段，而经贸发展则是第一引擎。

姜增伟鼓励中拉双方企业把握这一新的

合作平台释放的积极信号，进一步发掘合作

潜力，深化利益融合，实现更大的共同发展。

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与投资促进机构，中

国贸促会长期以来与拉美和加勒比各国的贸易

与投资促进机构及商协会保持着友好合作关

系，通过中拉企业家理事会的日常工作和中拉

企业家高峰会这一年度平台，为双方企业提供

了大量信息咨询、项目对接、商事法律等服务。

姜增伟表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为

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广

阔的市场和发展机遇。未来，中国贸促会将

依托包括中拉企业家理事会在内的多双边

机制，为企业提供更务实、更长效的全流程

贸易和投资促进服务，更好地代言工商，推

动中拉经贸合作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遥隔万里归于一心 天涯若邻合作无垠
——中拉企业家理事会年会暨对话拉共体活动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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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银行
刺痛传统商业银行

静安时评

多算稀土账 少打稀土仗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已经执行 8 年的旧版《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新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开始施行。

“与旧版标准相比，新标最大的改变在于

将原来的按达标条文数评级变为打分评级，

申报绿建三星的评级门槛将有明显提高。”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林海燕表示。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单银木

认为，由于新标更为清晰、明确，旧标准中模糊的

空间不再存在。新标更进一步规范了绿色建筑

行业的市场规则，对于真正有技术能力的企业来

说，这样的规格升级，将更容易形成企业口碑、打

造行业品牌；并将推动整个产业链实现设计创新

和技术创新，加速行业洗牌，促使行业两极分化。

一份调研结果表明，全面推动绿色建筑

将经历“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三个五

年，并将实现三个转变——从节能建筑到绿

色建筑的转变，从单体建筑到区域建筑的转

变，从“浅绿”到“深绿”的转变。

另据国家发布的绿色建筑行动方案要求，今

后，政府投资的学校、医院、博物馆、科技馆等建

筑，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保障性住房

以及单体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机场、车站

等大型公共建筑，都要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种种迹象表明，推动绿色建筑已经上升

到国家战略层面，未来有望获得快速发展。

对此，住建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巡视员武

涌称，根据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地方政府都在

积极行动，各地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结合当地

的具体情况，明确本省的目标。政府投资的大

型公共建筑以及保障房，都被强制要求建设成

为绿色建筑，这项工作正在有序地推进中。

事实上，近年来，厦门、海南、山东等地已

经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绿色住宅市场发展的优

惠政策。随着返税、减免契税、赠送建面等多

样化奖励政策的兑现，绿色住宅市场迎来历

史性发展机遇。

公开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政府在建筑节能

方面投入超过40亿元，到2015年，中国新增绿色

建筑面积将达10亿平方米以上，到2020年，中国

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将提升至50%。

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了众多企业纷纷参

与。新标不仅确定了对企业的激励、补贴机

制，还增设加分项，鼓励绿色建筑生产商做好

技术、管理的创新和提高。单银木认为，对于

绿色建筑来说，技术是公认的由“浅绿”迈向

“深绿”的催化剂。钢结构企业要做好技术和

管理的创新，加大绿色建筑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力度，推进绿色建筑产业化。

但绿色建筑应用在产业推进方面，目前尚未

实现精准对接，产业模式尚需进一步明确。

绿色建筑：从“浅绿”迈向“深绿”

海亮跨界
“豪赌”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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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衣库同门师弟现身
对中国市场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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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获悉，2014 年，中国快递业务

量同比增长 52%，最高日处理量超过 1

亿件，总业务量从 2006 年的 10 亿件增

长到 140 亿件。来自交通部的预测认

为，2015 年，中 国 快 递 业 务 量 将 保 持

40% 的 同 比 增 长 ，达 到 196 亿 件 。

本报记者 鼎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