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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推广的专业媒体平台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

本报讯 当地时间 12 月 7 日，由中国贸促会

与埃塞俄比亚投资局、埃塞俄比亚商业和行业协

会商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埃塞俄比亚经贸论坛在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成功举行。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政务部部长卡法勒、中

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腊翊凡、中国贸促会贸易

投资促进部部长林舜杰，以及埃塞俄比亚商会、

埃塞俄比亚政府有关部门代表等出席论坛。

卡法勒指出，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在实施第

二个五年计划，推动经济结构转变，大力发展基

础设施、能源、制造业等。希望学习中国的发展

经验，建设更多工业园区，引进中国的资金、技

术，与埃塞俄比亚资源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林舜杰指出，此次访问埃塞俄比亚的中国企

业通过实地考察，加深了对当地的了解，表现出了

投资埃塞俄比亚的浓厚兴趣，希望此次论坛能有

力促进双方企业交流。中国贸促会将通过电子商

务平台、贸易展览等活动，进一步帮助双方企业发

现商机、深化合作。

中埃双方 130 位企业家出席了会议，行业涉及

基础设施、农业、制造、能源、交通、金融投资等领

域。埃塞俄比亚投资局、电力公司、贸易部和工业

部的代表分别向与会中方企业介绍了埃塞俄比亚

的投资环境、投资政策和优势资源。来自辽宁曙

光汽车集团和山东五征集团的企业代表也先后发

言，分享了对埃塞俄比亚贸易投资的成功经验，表

达了继续深化合作的意愿和信心。 （毛 雯）

新 闻 速 递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12 月 8 日，海关总署公布了以

人民币计价的最新外贸数据。11

月，出口同比下降 3.7%，差于预期

的下降 2.9%；进口同比下降 5.6%，

好于预期的下降 11.3%。而今年前

11 个 月，我 国 进 出 口 总 值 为 22.0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7.8%。其

中 ，出 口 下 降 2.2% ，进 口 下 降

14.4%，贸易顺差为 3.34 万亿元，扩

大 63%。

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

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

研究员白明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经济从被动

减速到主动调整的新常态中，无须

过分纠结于“负增长”、“无法实现全

年外贸增速 6%的目标”，而是要客

观分析当前的外经贸形势。在传统

优势逐渐消失、新的优势还没有明

显发挥出来的背景下，中国外贸一

定要守得住寒冬，努力寻找新机遇，

才能迎来春天。

实际上，外贸形势不佳并非中

国独有而是全球性的。2015 年以

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 4 次下

调世界经济增速预期，最新预测值

仅为 3.1%，为 2009 年以来最低。世

界贸易组织也将 2015 年全球贸易

量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3.3%下调至

2.8%。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预测，

今年或将是 2009 年以来全球贸易

最糟糕的年份。

“ 随 着 劳 动 力 、土 地 、环 境 等

要素成本上升和人民币汇率加大

双 向 波 动 ，出 口 竞 争 优 势 相 对 弱

化。而从主要贸易伙伴的情况来

看，欧洲经济遇到难民、恐怖袭击

等新的问题，复苏难言稳健；美国

经 济 虽 然 反 弹 明 显 ，但 是 对 中 国

出 口 的 提 振 作 用 在 弱 化 ；新 兴 经

济体货币持续贬值削弱了人民币

贬 值 对 出 口 的 刺 激 作 用 。 因 此 ，

中国出口贸易持续承压。”白明还

特 别 指 出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TPP）达 成 势 必 会 带 来 贸 易 转

移 效 应 ，中 国 的 关 税 减 让 和 自 由

贸 易 红 利 可 能 会 被 稀 释 ，外 部 贸

易形势更加严峻。

而对于进口贸易呈现出的回暖

趋势，白明指出，国内经济放缓以及

结构调整导致的对传统进口商品需

求不足，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普遍大

跌，导致今年以来进口动辄出现两

位数以上的降幅。如今，11 月份的

进口明显改善，一方面说明此前政

府一系列稳定经济增长政策的效果

正在显现，内需有所回暖，另一方面

也表明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

效应日益显现，为进口释放出了新

的溢出机会。

接下来，外贸增长需要寻找新

的支撑。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

家朱海斌坦言：“目前，低端制造业

纷纷外迁，中国正在中端制造业、电

子产品、工程机械等行业培育新的

竞争力，未来如何从中端往高端走

才是关键。”

海关信息网近日发布的《2015

年前三季度经济形势综述及我国进

出口贸易形势分析报告》则表示，政

策助推中国装备“走出去”，地区间

合作进程不断提速，人民币汇率中

间价报价机制不断完善，跨境电子

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

企业等新型商业模式蓬勃发展，都

将为外贸增长提供新动力、带来新

机遇。

白明指出，稳外贸先要夯实产

业基础，在大力推动高端装备制造

业“走出去”的同时，还要多培育华

为、中兴这样的骨干企业，拿出过

硬的产品和技术。随着中韩、中澳

等自贸协定陆续启动，“一带一路”

项目逐渐落地，自由贸易试验区进

一步扩容，外贸下滑压力或会逐渐

缓解。

白 明 还 特 别 提 到 了 跨 境 电 商

在 发 展 对 外 贸 易 过 程 中“ 做 大 蛋

糕”的作用。他指出，目前的跨境

电 商 贸 易 替 代 效 应 明 显 ，未 来 宜

进 一 步 完 善 相 关 政 策 ，将 政 府 部

门 的 公 共 服 务 与 跨 境 电 商 对 接 ，

促 进 线 上 线 下 结 合 、国 内 外 渠 道

对接。

日前，连接老挝首都万象与云南昆明的中老铁路老挝段

（磨丁至万象）举行开工奠基仪式。

中老铁路是泛亚铁路贯穿中南半岛的关键一段，被认为是泛

亚铁路的突破口，也符合“一带一路”规划中“互联互通”的目标。

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泛亚铁路构想，曾因政治和经济

障碍而沉寂。泛亚铁路东南亚方向三个方案中，途经越南的

东线与穿越缅甸的西线，都受到种种因素掣肘，只有中线，随

着中老、中泰铁路合作相继展开。

按照规划，中老铁路将于 2020 年建成通车。这条铁路不

仅连接着中国，未来还将连接泰国乃至马来西亚等国家的铁

路，承载着老挝从“陆锁国”到“陆联国”的转变之梦。

老挝还计划在同一年摘掉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英国

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曾如此描述万象：“万象与西贡相差一个

世纪……只有两条真正的街道、一个欧洲餐馆和肮脏的市

场，步行半小时即可看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只需要将这

段描述扩展一些，格林提到的许多关键词依然适用于万象。

老挝是东盟国家中唯一的内陆国，基础设施极度落后，

即使在首都万象，也处处可见断头路和泥土路。目前唯一的

铁路是位于老挝和泰国边境一段 3.5 公里长的米轨铁路。

追随中国的脚步，老挝从 1986 年开始了“革新开放”。老

挝政局稳定，90%以上的国民信仰小乘佛教。然而，国民源自

佛教的平和与淡定似乎与商品经济追求效率背道而驰。一

家在老挝建厂的中国企业经理很无奈地说，他们曾用提高小

时工资的办法鼓励老挝雇员加班，没想到雇员反而因此缩短

了工时，因为他们考虑的不是怎样挣最多的钱，而是挣到够

用的钱应该劳动多久。

近年来，老挝政府克服重重阻碍，大力发展经济，2012 年

加入 WTO 后更是享受到了制度优势和改革红利。老挝充

分理解、接受和认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理念和价值。老

挝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亚投行成立后可给老挝

贷款，老挝需要兴建铁路连接中国和东盟国家。

在老挝制定的“八五”规划中，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

内陆无出海口国家与国际、地区互联互通重要战略，重点工作和主要项目排

第一位的便是中老铁路老挝段。

中老铁路老挝段全长约427公里，沿线80%为山地和高原，两跨湄公河，仅隧

道总长度就足以连接日本和韩国。这一高难度项目耗资巨大，老挝政府需贷款

70 多亿美元，几乎相当于老挝全年GDP。老挝是否有必要建高铁，曾引发其国内

激烈争辩。然而，事实胜于雄辩，2015 年底，东盟共同体即将建成，东盟经济一体

化也将来临，如果现在不升级基础设施，老挝将被甩出发展的列车。

老挝副总理宋沙瓦认为，中老铁路项目在促进投资、拉动旅游业方面的作

用也不容小觑。被打上文艺标签的古都琅勃拉邦即在铁路沿线，中老铁路建成

后，预计仅中国每年前往老挝等东盟国家旅游的人将不会低于1000万。

中老铁路的开工建设，以及中泰铁路合作的重启，将是“一带一路”构想

落地的重要标志，也意味着贯通中南半岛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即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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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1 个月，出口下降 2.2%，进口下降 14.4%，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 7.8%

中国外贸：守住寒冬待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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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贸促会助力农机企业“开垦”印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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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倒计时：新亮点回应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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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边FTA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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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中国贸促会联合海关

总署，在上海和青岛举办了中韩、中澳自

贸协定宣讲培训会。

中 国 贸 促 会 商 事 法 律 服 务 中 心 主

任 徐 伟 在 发 言 中 指 出 ，中 韩 、中 澳 自 贸

协 定 是 我 国 构 建 开 放 型 经 济 新 体 制、建

设 面 向 全 球 高 标 准 自 由 贸 易 区 网 络 进

程 的 最 新 成 果 。 中 国 贸 促 会 商 事 法 律

服 务 中 心 将 以 签 发 原 产 地 证 书 为 基 础，

搭 建 形 式 多 样、内 容 丰 富 的 自 贸 协 定 服

务 平 台 ，为 企 业 提 供 全 方 位 、高 水 平 的

自 贸 协 定 服 务。

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副司长徐慧筠

在 致 辞 中 指 出 ，中 韩 、中 澳 自 贸 协 定 的

实 施，不 仅 将 推 动 双 边 贸 易 关 系 实 现 新

的飞跃，而且面向中国“ 一带一路”共同

发 展 的 倡 议，将 有 力 地 促 进 亚 太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进 程，为 全 球 经 济 发 展 作 出 更

大贡献。

徐慧筠表示，海关总署作为国家原产

地管理机构，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贸促会

的合作，共同推进原产地证电子数据跨境

传输，引导我国企业充分利用好原产地规

则，尽情享用自贸区带来的关税优惠，全

面保障企业充分利用自贸协定实现“走出

去”战略。

培训会上，海关总署关税司原产地办

公室副主任宋彦魁及中国贸促会商事法

律服务中心 FTA 工作组核心成员，围绕中

韩、中澳 FTA 的意义，关税减免情况，原产

地规则，FTA 服务平台及原产地证书申领

等问题进行了讲解。

会议期间，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

中心对前来参会的全国各地贸促分支机

构相关部门领导及业务骨干 130 余名代表

进行了专项培训。原产地处处长路强介

绍了贸促会优惠原产地工作的发展历程

及总体思路，强调了优惠原产地工作的重

要性，并希望全系统统一思想、明确目标、

凝聚合力、攻坚克难，共同做好中韩、中澳

等自贸区原产地工作。

来自上海、青岛的外贸企业人员以及

全国各地贸促分支机构法律部、出证认证

部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共计 700 余人参加了

会议。宣讲培训受到企业广泛欢迎，会议

达到了预期效果。 （静 安）

中国贸促会与海关总署联合举办
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宣讲培训会

阿里巴巴海外业务拓展总监梁

季笙表示：“印度仅次于中国成为阿

里巴巴集团全球第二大市场。印度

电商正快速发展，我们很乐意为中

小企业搭建平台。”据悉，阿里巴巴

公司在印度有 450 万注册用户。同

时，印度是继中国之后该公司平台

第二大用户支付国。阿里巴巴在印

度也提供金融、物流、审查认证以及

中小企业技术教育培训等各方面的

援助。与此同时，阿里巴巴也与印

度诸多银行展开合作，帮助印度中

小企业扩大其业务。

（本报综合报道）

亚投行筹备工作组副组长陈欢

日前表示，预计亚投行在12月底前可

以满足开业条件，开业仪式定在明年

1 月中旬。陈欢透露，亚投行招聘工

作已经开始，包括副行长、高级职员、

一般职员等。据悉，亚投行的工作语

言是英语。预计亚投行第一年的发债

规模在1亿美元至5亿美元之间，且亚

投行可能在无评级的情况下先发债，

然后逐步在市场上积累信用。

亚投行或明年1月中旬开业

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首超日本

亚洲开发银行表示，中国已经终

结了日本作为亚洲最大高科技产品出

口国的地位。2014年，中国出口的医

疗设备、航空和通信器材等高科技产

品占亚洲高科技产品总出口额的比例

已 经 从 2000 年 的 9.4% 上 升 至

43.7%。而日本出口的高科技产品比

例 则 从 2000 年 的 25.5% 下 降 至

7.7%。包括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内的

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份额也有所下降。

印度成阿里巴巴全球第二大市场

12 月 1 日起，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制度将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

自贸试验区所在的省市先行试点，这

一试点工作预计为期两年，将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结束试点，并在总结经

验、完善制度设计后，于 2018 年起正

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制度。

据了解，12 月 1 日正式试点的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中包含两类：禁止准

入类和限制准入类，适用于各类市场

主体基于自愿的自主投资、扩大投资、

并购投资等投资金融行为及其它市场

金融行为。 （陈 光）

四大自贸区将试行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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