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2014 年 12 月，中国原油进口量为

3037 万吨，创单月进口量最高纪录。分

析认为，国际油价“跌跌不休”，为中国的

战略储备和商业囤油带来机遇。

不 过，中 国 原 油 储 备 需 求 仍 未 满

足。2014 年 11 月 20 日，中国国家统计

局首次公布国家石油储备一期工程的

库存量，一期工程已经完成，在 4 个国

家石油储备基地储备原油 1243 万吨，相

当 于 大 约 9100 万 桶 。 不 过，9100 万 桶

的储备原油仅相当于 9 天的消费量，远

低 于 国 际 能 源 署 建 议 的 90 天 进 口 量。

目前，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二期和三期工

程的一些储备基地已建成，其他储备基

地也正在建设。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

伯强日前表示，囤油的时候到了。“现在

买比 6 个月前买便宜了近一半。”

外媒称，国际油价持续大跌，中国是

最大的受益方。路透社测算，根据中国

国内石油产出、进口和商业库存数据，再

对比炼厂需求，可判断中国去年为战略

石油储备而额外进口的原油高达 1.24 亿

桶，这是 2013 年中国为战略储备补充的

6100 万桶的两倍多。

中国石化相关人士此前曾向记者表

示，未来半年，或许没有这么好的“抄底”

机会了。

林伯强认为，参照 2009 年金融危机

后油价的走向，再考虑本次供需的变化，

油价应该很快见底，从概率上和今后的

收益比上，现在都可以囤油了。

财经评论员叶檀则对媒体称，中国

没有抄到石油价格底。在叶檀看来，没

人摸得到底，唯一的办法是越跌越买，注

满战略石油储备库，以摊薄整体成本。

（赵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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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速 递

中国制造汽车将首次批量对美出口

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 12 日宣布，

将向美国市场推出包括 S60 在内的两

款新车型，以实现在美国年销售 10 万

辆汽车的中期目标。该款 S60 轿车将

在中国成都的沃尔沃工厂生产，并于

2015 年 第 二 季 度 开 始 向 美 国 出 口 。

这预示着中国制造汽车将首次出口美

国市场。

中国禁止进口美国禽类及蛋类产品

据美国农业部及国家禽蛋品出口

协会称，由于近期太平洋西北地区报

告发现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中国已

经禁止进口所有美国禽类、禽类产品

及蛋类产品。目前正在运往中国的所

有此类产品将被销毁或运回美国。上

述禁令生效日期为 1 月 8 日，同时适用

于包括活鸡、孵化用蛋在内的禽类繁

殖产品。

中国智库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上 海 社 会 科 学 院 最 新 发 布 的

《2014 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在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中，中国智库大有可为，但中国智库发

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能对政策产生决

定性影响、对社会产生积极性引导的

智库为数不多。中国社科院、北京大

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分列中国智

库综合影响力排名前三位。

德银：2015年美中为主要驱动力

德意志银行最近发表了一份关

于 全 球 经 济 展 望 的 报 告 ，预 期 2015

年全球 GDP 增长 3.6%，快于 2014 年

的 3.3% ，美 国 和 中 国 的 强 劲 增 长 将

弥 补 欧 元 区 疲 软 的 影 响 。 德 银 预

计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提 速 很 大 一 部 分

来 自 于 美 国 经 济 增 长 将 加 速 至

3.7%。美国经济加速主要受益于美

联 储 持 续 宽 松、消 费 者 和 企 业 支 出

增 强 、房 地 产 市 场 回 归 常 态 以 及 低

油价对消费者的刺激。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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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看台

■ 本报记者 静 安

1 月 13 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年内首场

新闻发布会，公布了 2014 年全年的外贸进

出口情况。在世界经济复苏步伐低于预期、

全球贸易增长仍然迟缓的背景下，引领世界

经济增长的中国在 2014 年交出了一份怎样

的外贸成绩单，备受各界关注。

外贸增速未达标

2014 年，中国外贸以“好消息”开头，以

“坏天气”收尾。年初，中国宣布 2013 年全

年进出口总值达到 25.83 万亿元人民币（合

4.16 万亿美元），首次突破 4 万亿美元，这标

志着中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坐上头把交椅，却难以高枕无忧。2014

年全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为 26.43 万亿元人

民币，仅增长 2.3%（同比，下同），按美元计

价也仅增长 3.4%。这一增速不仅创下近年

来新低，亦与 2014 年年初官方设定的 7.5%

的外贸增速目标有明显差距。

对此，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综合统计

司司长郑跃声回应称，这个增速虽然与年初

的预期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能够取得

这样的成绩，也确实不容易。2014 年前 10

个 月，美 国 的 进 出 口 增 长 3.3%，日 本 下 降

1.4% ，前 9 个 月 ，欧 盟 的 进 出 口 增 长 仅 为

1.1%，由此来看，中国的外贸进出口表现在

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还是比较好的。

郑跃声解释，中国外贸增速放缓除了受

2013 年 部 分 月 份 基 数 偏 高 的 因 素 影 响 之

外，还受到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国低成本

比较优势不断削弱和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

格快速下滑等因素影响，地缘政治和大国关

系博弈等风险也对中国的外贸发展造成一

定影响。

贸易顺差创新高

一直以来，中国都非常关注进出口平

衡，2014 年，国务院还专门出台了《加强进

口的若干意见》，旨在推进经济结构优化，促

进进出口和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但是，去

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再创新高，达 2.35

万亿元，与 2013 年相比扩大了 45.9%。

对此，郑跃声表示，尽管从单纯的数据

规模来看，2014 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又创造

了一个新的高点，但简单的高顺差并不是中

国对外贸易所追求的目标，中国一直在关注

对外贸易的平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郑跃声分析称，中国贸易顺差再创新

高，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

幅下跌，拉低了进口值。

去年 5 月份以来，全球大宗商品持续下

跌。美国商品调查局公布的 CRB 指数从

2014 年 5 月年度最高位 504.5 一路下跌到 12

月 份 的 437.7 的 年 度 最 低 点 ，跌 幅 达 到

13.2%。“2014 年，中国进口商品总体价格拉

低了进口值增速 3.3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

素，去年中国进口货物的数量增长 2.8%，假

设去年大宗商品价格不变，加上中国进口货

物数量增加 2.8%，按照全年中国进口值也

增加 2.8%来计算，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就

将低于 2 万亿元。”

“一带一路”新机遇

郑跃声还在发布会上介绍，2014 年，中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出口增长

超过 10%，进口增长约为 1.5%左右。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

盟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为

古丝绸之路赋予了时代的内涵，为泛亚和亚

欧区域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区域经济

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贸易投资格局也在酝

酿深刻的调整。亚欧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

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区域内发

展的活力与合作的潜力。“一带一路”战略构

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

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

之窗。

郑跃声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共建的不

断演进，相信会带来沿线国家经济贸易的深

度融合与发展。初步测算，2014 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进出口双边贸易值

接近 7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7%左右，占同期

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1/4。相信随着“一

带一路”共建的不断深入，这个数据还会得

到进一步提升。

提质增效有改善

尽管 2014 年中国外贸增速仅有 2.3%，

但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提升质量、提高

效益、优化结构方面却取得了明显进展。郑

跃声从 5 个方面进行了介绍：

一是中国对东盟、非洲、俄罗斯、印度等

新兴市场双边贸易增速明显高于总值的增

速，贸易比重明显上升，表明市场多元化取

得了积极进展。

二是一般贸易的比重在提升，显示出贸

易方式更趋合理。

三是从外贸的主体看，民营企业进出口

值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了 1.2

个百分点，说明外贸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

四是进出口的商品结构在不断优化升

级，中国的机电产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

的出口稳定增长，消费品进口增速明显快于

同期中国进口的总体增速。

五是贸易价格条件得到改善，中国对外

贸易的效益有所上升。2014 年，中国出口

价格总体下跌 0.7%，而进口价格总体下跌

了 3.3% ，全 年 中 国 贸 易 价 格 条 件 指 数 为

102.7，这就表示 2014 年中国出口一定数量

的商品可以多换回 2.7%的进口商品。

另外，郑 跃 声 还 指 出，中 国 产 品 在 国

际 市 场 上 的 份 额 显 著 提 升，同 时，中 国 吸

纳全球商品的比重在上升，主要贸易伙伴

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这

都 反 映 了 中 国 在 全 球 贸 易 当 中 所 处 的 地

位在稳步提高。

海关总署公布2014年外贸成绩单

本 期 看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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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为什么力挺普京？

截稿新闻

“囤油”加速
战略储备仍不够

■ 秦陆峰

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日前在北京

举行，一些西方媒体对于中拉合作表现出一

些醋意，认为中国敞开大门欢迎来自美国

“后院”的客人，是中国野心勃勃的全球战略

的一部分。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

研究所所长吴白乙教授表示，中国和世界任

何国家和任何地区的关系，都建立在互利共

赢的理念上。中美两国在拉美地区不存在

零和竞争。

吴白乙说，中国发展对外关系主张合

作，不搞对抗。中国愿意和其他国家一起去

维护某一个地区的稳定、繁荣，促进当地的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国与拉美的合作

是符合世界发展的基本历史潮流的，也是基

于对双方利益的考虑，它是不会为任何第三

方 所 阻 挡 的 ，也 是 无 法 被 干 预 或 者 阻 断

的。”吴白乙说。

吴白乙认为，从客观上来说，中国和拉

美国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无论是在双边的

层面上，还是在多边的大舞台上，促进的是

拉美地区的资源重组、产业提升和地区繁

荣。这对于同为美洲国家的美国来说，是一

件好事。他说：“美国官方正式的表态，一直

都欢迎中国在拉美地区发挥一种建设性作

用，认为中美之间在拉美是一种零和竞争的

关系，这是不现实的。”

吴白乙还说，目前，美国还没有完全从

危机当中走出来，无暇顾及拉美国家，而拉

美又急需发展，急需再上一个台阶，它们和

中国的合作是无可厚非的。

中国要抄美国“后院”？ 专家：中拉合作无可厚非

2015年贸易摩擦
或将大规模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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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调查”系列报告之二

政府失信，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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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 至 14 日，中 国 电 动 汽 车 百 人 会 首 届 高 端 论 坛 在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该论坛以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和

完善市场化体系为立足点，吸引了来自权威学术领域、研发机

构、生产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代表。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痛 批 了 利 用 行 政 手 段 对 市 场 干 预 带 来 的 不 良 后 果，并 一 再 强

调 竞 争 在 市 场 中 的 重 要 性，反 对 新 能 源 汽 车 生 产 销 售 过 程 中

出 现 的 地 方 保 护 主 义 。 他 认 为，政 府 的 资 源 配 置 应 该 更 为 科

学地完善产业发展环境，激活企业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创造

性，让竞争回归市场主体。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思捷环球风光不再
苦寻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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