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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增伟出席中国—博茨瓦纳经贸论坛

详细报道见第5版

外资展览集团在华
物流市场跑马圈地

详细报道见第6版

面对美国征税
企业怎么办？

◆本期导读

本报讯 7 月 23 日，中国—博
茨瓦纳经贸论坛在哈博罗内举
行。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率中
国企业家代表团出席论坛。博茨
瓦纳国际事务与合作部部长尤妮
蒂·道、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赵彦
博等出席论坛并致辞。

姜增伟在讲话中指出，中博友
好源远流长，并已建立起互利互惠
的经贸关系。两国资源和产业优
势互补，在基础设施、产能、农业等
领域都有很强的合作潜力。希望
双方企业通过此次论坛加强沟通，
寻找贸易和投资的机会，取得更多
合作成果。贸促会将与博对口机
构携手，为两国企业合作创造更多
有利条件，为双边经贸关系发展注
入新动力。

尤妮蒂·道在讲话中表示，博
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关系，愿
积极开展更多务实合作。博经济
活力较强，法律法规完善，在自然
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

愿继续扩大对华贸易，吸引中国企
业投资兴业，助力博经济多元化与
可持续发展。

博茨瓦纳工商会会长及博经
济部、交通部、基础设施发展部等
部门代表分别发言，介绍了博经济
情况、产业政策和投资法规。中国
土木工程集团等中方企业代表也
在会上发言，介绍了对博开展业务
的情况与经验体会。

会议期间，姜增伟与博茨瓦纳
投资和贸易中心首席执行官奥莱
比雷、博茨瓦纳工商会会长基宾分
别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
加强双方工商界的合作机制建设。

此次论坛由中国贸促会与博
茨瓦纳投资和贸易中心共同主
办，中博两国 200 余名企业家参
加了论坛。中博两国企业家在进
出口贸易、能源矿产、基础设施、
信息通信、金融服务业等领域进
行交流洽谈，开展项目对接，取得
了积极成效。 （仇宝俊）

今年正值中南建交 20周年，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迈上新台阶。多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南关系全面
深入发展，目前中南关系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推动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年来两国
不断深化产业产能、资源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
的合作。

由于中国和南非自然资源、技术和人力资本等产业
结构方面的差异，双方在经济、技术、资源方面存在较强
的互补性。南非矿产资源发达，除石油和天然气外，还
富含铂、铬、钒等各种稀有金属资源，其资源出口能够充
分满足中国的市场需求，两国贸易额逐年攀升。数据显
示，2017年中南双边贸易额达到 391.7亿美元，在中国与
非洲各国贸易额排名中位居第一。“中南合作可以以点
带面。”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在接
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南非作为非洲最发达
的经济体，可以有力推动中非之间的高水平合作。

南非在21世纪初开始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谋求贸易
商品结构转变，提高贸易发展水平。南非的能源需求为中
国企业进入其新能源市场提供了机遇。当前，中国企业已
经在南非投资设立生产基地，参与当地大型项目投标并承
担大量设备供应业务。晶科太阳能集团在南非建立第一
条海外生产线；广东保威在南非设立公司进行本土化经
营；华锐风电成为首家进入南非市场的中国风电机组制造
商，成功将中国的铁路技术、电力技术等输送到南非。据
不完全统计，中方累计对南非直接投资已超过102亿美元，
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南非许多矿业公司也已经
将业务延伸至中国，双方在经济技术领域取长补短，实现
技术共享。

同时中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入南非市场，为
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7年
底，在南中资企业员工数量超过3.2万人，本地员工数量约3万人。其中，
海信集团在南非的投资合作项目，现已成为中企海外投资和中非互利合
作的成功典范项目。该品牌电视和冰箱产品在南非市场综合占有率分别
位居行业第一和第二位，并出口到南非周边 13个国家，成为非洲家喻户
晓的品牌。

在南中资企业积极进行本地化经营，履行社会责任，更注重回馈社
会，与当地共同发展。北京同仁堂非洲有限公司就在南非多地开设门
店，并从中国邀请中医师进行巡回义诊和健康讲座，普及医疗知识和医
学常识；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中海投）在南非约翰内
斯堡成立总部，援助南非进行基建开发；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德阿风电项
目竣工，为南非送去“绿色风电”。这些项目都为非洲人民带去了好处。

中国、南非同为金砖国家，遵循“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
家精神，致力于构建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关系。20 年来，南
非已成为中国在非洲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连续 9 年成为南非第一大
贸易伙伴国。中南两国企业投资合作成绩瞩目，令双方对即将到来的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充满期待。“去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
会晤提出的系统化、机制化、实心化仍待具体落实。”白明预测，金砖国
家合作机制仍将继续推进，有望为中南经贸合作乃至中非合作开创互
利共赢新局面。

本报讯 7 月 23 日，中国商
务部部长钟山与卢旺达贸工部
长樊尚·蒙耶夏卡在基加利共同
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和卢旺达共和国贸工部关于电
子商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近年来，中卢经贸合作发展
势头良好，中国目前是卢旺达第
三大进口来源地，两国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开展合作的前景广阔。

当前，电子商务在双边经
贸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根据该备忘录，中卢双方将
建立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共同为
电子商务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鼓励两国
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合作，促进公
私对话，开展联合研究、人员培
训等工作，利用电子商务开拓中
卢经贸合作新途径和新领域，深
化互利合作，推动双边贸易持续
稳定发展。 （尚武）

中国和卢旺达签署
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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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4 日，第三届中
拉基础设施论坛峰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尹宗华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

尹宗华在致辞中回顾了中拉
经贸合作的发展成就。他表示，基
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
飞的基础，中拉基建合作意愿强
烈、前景广阔。中国贸促会希望加
强与拉美各国对口经商机构及政
府部门合作，用好中拉企业家理事

会、高峰会等机制，为中拉企业提
供更多务实帮助，推动中拉基建领
域合作持续健康发展。

本届峰会由中国贸促会贸促
中心、全球房地产基建俱乐部和中
拉合作基金共同举办，议题涵盖投
资、融资、绿地和棕地项目机会、能
源、环卫、交通运输等诸多领域。
中拉基础设施领域 200 余名代表
共商未来发展，探讨合作模式。

（王赛楠）

尹宗华出席第三届中拉基础设施论坛峰会金砖闪耀，成色不改。7 月 25
日至 27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
次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
本次会晤的主题为“金砖国家在非
洲：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共谋包容
增长和共同繁荣”。

金砖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
印度、巴西、南非 5 个国家。2017
年，金砖五国经济体量占全球经济
总量超过 23％，对世界经济增长贡
献率达到 50％。

金砖国家捍卫多边贸易体制

金砖合作在新兴力量崛起大
潮中应运而生，如今迈进第二个

“金色十年”。一面是世界经济持
续复兴，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
艾；一面是全球治理挑战不断增
多，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势而
动。新形势新变化下，金砖国家如
何为多边主义代言备受瞩目。

“金砖国家一致反对某些国家
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反对使
用经济制裁，反对针对一些国家采
取所谓经济侵略的莫须有的指
责。任何一个金砖国家都不希望
进行贸易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萨耶夫此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旗帜鲜明地亮
出反对保护主义的观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

究员陈凤英在接受《中国贸易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金砖国家目前应
该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加强合作，
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和公平、开放、
包容的世界经济秩序，抵制单边主
义行为。

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咨询专
家毛天羽则告诉《中国贸易报》记
者：“就目前情况而言，金砖国家
应该在国际舞台，尤其是在世贸
组织的讨论上协调立场、相互支
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抵制
单边主义行为。”

7 月 23 日，在南非海滨城市德
班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第
六次全体会议上，来自金砖五国以
及非洲多个国家的数百名代表呼
吁金砖国家加强合作，实现包容性
发展。印度代表、金砖国家工商理
事会共同主席昂卡尔·坎沃尔表
示，本次会议恰逢国际局势发生复
杂和重大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挑
战之际，金砖国家不能对此袖手旁
观，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进一步
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拓展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新途径

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添近日
在接受央媒联合采访时指出，南非
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重要参与

者、贡献者和受益者。金砖国家约
堡峰会把“金砖国家在非洲：在第
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
和共同繁荣”作为峰会主题，契合
当今时代主题和人民期待。今年
峰会将延续去年厦门峰会提出的

“金砖+”合作机制，进一步拓展金
砖与新兴市场国家和非洲发展中
国家对话合作的新途径。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在
中外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中方提
出构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
伴关系”的倡议在日前结束的金
砖国家科技部长会和工业部长会
上 ，得 到 了 充 分 认 可 和 广 泛 支
持。据介绍，该倡议的核心和重
点是加强金砖国家在数字经济等
领域的合作，使金砖国家处在全
球经济科技发展的前沿实现弯道
超车，为未来金砖国家发展增添
更大的动力。

可以预见，金砖峰会期间达成
的一系列经贸成果有望给正受中
美贸易战影响的企业提供机遇。
远大科技集团国际市场部总经理
吴正告诉记者，中美贸易战给公司
产品在美销售带来一定影响，公司
将进一步开拓金砖国家市场，“比
如将开发新的产品以适应俄罗斯
市场，进一步扩大销售渠道；在印
度将从售卖产品转向售卖服务，并

开设工厂，以扩大市场份额。”
毛天羽表示，今后金砖国家之

间签署自贸协议或者更广泛范围
的经济合作协议是一个努力方
向。从金砖国家的分布和代表性
看，如果形成这样一个自由贸易网
络，今后再加上周边的节点，将成
为一个新兴经济体的大集合，无论
是对于短期内制衡美国的单边霸
权主义，还是长期支持金砖国家突
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稳定可持续
发展都非常重要。

南非贸工部首席运营官瑞安·
勒·鲁曾在相关论坛上致辞时表
示，金砖合作过程中，各国要以开
放姿态，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往
来、产业投资等方面加强合作。金
砖合作是属于世界的平台，将为世
界各国在融合发展、城镇化进程等
方面带来改变。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约堡峰会
继续采用厦门峰会的合作模式，邀
请发展中国家与会，举行金砖国家
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话会和“金
砖+”领导人对话会。与会各界将
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开辟
金砖合作更加美好的未来。正如
本次轮值主席国南非总统拉马福
萨所说：“我们将共同努力，为金砖
国家乃至全球打造一条通往共同
繁荣和进步的新道路。”

捍卫多边 推动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 本报记者 张凡

近日，由山东高速国储物流有限公司运营的首趟中欧班列——俄罗斯至济南回程班列顺利抵达泉城。本次班
列货物为40尺集装箱装载的俄罗斯木材。货物由俄罗斯巴扎伊哈火车站发出，在满洲里口岸经过海关查验、检疫熏
蒸及换装工作后入境，全程铁路运输部分耗时10天。中欧班列的顺利返程，是济南市物流系统快速形成中欧班列北
线、中线网络布局后又一进展。 (来源：大众网)

在美国政府从贸易政策上“点
射”中国，到“扫射”主要贸易伙伴
而引发全球贸易纷争进一步加剧
的背景下，7月22日在阿根廷结束
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
行长会议，虽然就全球经济形势、
未来工作、基础设施、金融科技、国
际税收、国际金融架构以及普惠金
融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但在全球关
注的如何化解贸易摩擦与纷争的
问题上仍然是“白卷一张”。与会
的不少成员和列席的国际组织代
表纷纷批评美国的贸易霸凌行为，
几乎把此次会议变成了对美国贸
易政策的“批判会”。

主要国家在“全球化”和“贸易
自由化”态度上的表面一致已经被
美国无情撕裂。G20 本来是以推
进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与投资自
由化作为旗帜的。然而，2018年以

来，“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抛出了
多项针对贸易伙伴的种种贸易限
制乃至惩罚措施，尤其是这些措施
本身违反了 WTO 所代表的多边
贸易规则，严重影响了正在艰难复
苏的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美国
的“不合群”和“真任性”严重打破
了全球贸易平衡局面，彻底撕裂了
G20 各成员对贸易自由化的共识，
这让 2018 年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
长会议成为各国与美国在贸易政
策上分道扬镳的“分水岭”。

国际贸易的历史证明，没有任
何国家会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
受益。在全球经济形势总体向好，
但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
情况下，要提振全球经济必须通过
公开公平的贸易。中国政府提出，
G20 应发挥好作为国际经济合作
主要平台的作用，加强经济政策协

调，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
主义和保护主义，共同维护以规则
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这一观
点得到了多数国家的支持。

然而，美国因继续把所谓取消
贸易壁垒问题作为贸易协定谈判
的先决条件而遭到了欧盟的无情
反击。此次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
姆努钦表示，七国集团(G7)的盟友
之间应该降低贸易壁垒。愿意与
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但要以欧
盟降低关税、取消壁垒、削减补贴
的所谓“真正的”自由贸易政策为
前提。美国的提议遭到了法国的
强烈抵制。美国对钢铝产品基于

“232调查”而征税已经让欧盟备感
压力，基于内部的协调困难和作为
美国传统盟友的地位，欧盟一直对
美国的“侵略性”贸易政策隐忍不
发。在美国不撤销钢铝关税的前

提下，很难想象欧盟会与美国谈判
贸易协议。尤其是，随着美国政府
未来会对欧盟国家更多产品比如
汽车等实施更多关税惩罚措施，欧
盟会用对美国再次采取报复性行
动作为美欧开打贸易战的“标志”。

国际贸易摩擦在进一步加剧
的态势下，各主要国家将在经贸领
域的磕磕碰碰中艰难前行。此次
会议，与会各国在处理国际经贸摩
擦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近几个
月来，全球贸易紧张态势升温和主
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调整，意味着
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不断攀升。
美国近期出台的、遭到各方批评的
关税举措更“搅动”了全球经济发
展格局并带来越加明显的负面效
应。全球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风险
已经加大，各国间的贸易纷争与摩
擦愈演愈烈，进一步加剧新兴市场

国家内部的急剧动荡和资本外流
风险，这让G20所扮演的各国宏观
经济政策协调者的身份更加勉为
其难。

尽管会议提出要“在G20框架
下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全
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
长”，但是面对美国贸易霸凌政策
在全球范围的不断蔓延，如何坚定
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如何
用实际行动反对单边主义和各种
形式的保护主义，如何缓解发达国
家货币政策调整给新兴市场国家
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如何确保主要
发达国家能够在当前复杂的国际
经济贸易环境下仍能采取负责任
的经济政策，这些“剪不断、理还
乱”的问题只能留待 11 月将在阿
根廷举行的 2018 年 G20 峰会来做
解答了。

G20能否让国际贸易在曲折中前行？
■ 本报特约评论员 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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