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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传真

日前，印度总理莫迪在访日期间
与日本政府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金
额达750亿美元。规模之大，日本和
印度经贸紧密程度可见一斑。

“此举意在通过加强两国之间
的金融和经济合作，防范卢比的货
币危机，可为印度的外汇和资本市
场带来更大的稳定性，是增加印度
市场信心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国人
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杨
凡欣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
时说，受美元加息、较高的原油价格
等因素影响，印度今年资金外流加
速，货币贬值加快，已经出现了财政
赤字危机。卢比成为亚洲国家中波
动幅度最大的货币，自今年年初开
始，下跌幅度超过13％。

据悉，日印货币互换协定已于
2015年失效。时隔三年，此次重启
协定由印方提出，金额也增加了1.5
倍（之前为500亿美元）。“为了防范
本国经济出现更大波动的风险，印

度急于重启协议。”杨凡欣认为，印
度储备银行（RBI)不愿采取强有力
措施阻止卢比下跌，增加了卢比的
投机压力，导致过去六个月外汇储
备减少 330亿美元。日印签署双边
货币互换工具，将允许两国在规定
的限额内借款，印度储备银行将获
得一定数量日元，日本央行则可获
得相当于印度卢比的金额，之后以
相同汇率偿还金额。此举具有缓冲
作用，可以确保印度储备银行有足
够的资源应对货币市场前所未有的
波动。

“同时，由于汇率在掉期交易中
已固定，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印度
的外汇风险。”杨凡欣认为，协议的
签订有助于印度外汇汇率和资本市
场的稳定性，降低印度实体企业在
进入外国资本市场时的资本成本，
有效提振市场情绪，遏制对卢比的
投机压力，提升外国投资者信心。
一旦重启时间确定，新的互换协议

或将成为印度储备银行（RBI)拥有
3935 亿美元外汇储备后的第二道
防线。

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
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规模达
1.3 万亿美元。与印度展开基础设
施开发等经济合作的空间扩大之
后，双方同意在尖端技术领域等方
面扩大合作。另外，美国近期用加
征汽车关税要挟日本打开市场，日
本政府曾公开表示，包括可能加征
关税在内的贸易限制措施将导致全
球市场严重受挫。日本同意印度的
货币互换，有助于加强日印两国的
关系，在逆全球化潮流中抱团取暖。

据悉，莫迪访问期间在社交网
站上发布了以下内容：“印度和日本
的合作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加强了‘特别战略全球合作伙伴关
系’。”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强调

“日印是世界范围内最蕴含可能性
的双边关系”。对此，杨凡欣认为日

印达成世界上最大规模之一的货币
互换协议，既是支持卢比的最重要
步骤，也体现出了日印更加紧密的
合作关系。相反，日本也可以从印
度寻求美元借款以换取日元，但该
安排仅在需要时使用，有助于解决
短期流动性不匹配问题。目前，日
印都避免美元出现在两国货币交换
当中。未来，类似的双边互换协议
会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签订。

值得一提的是，在跟印度签署

货币互换协议之前，日本刚和中国
签署了规模达 2000亿元人民币（约
合 300 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中国人民银行当时发布消息称，与
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
协议，旨在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
投资便利化。有关专家认为，日本
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目的很明显，
即绕开美元。同时，中国作为美国
最大的债权国，日元人民币交易将
降低中日交易对美元的依赖性。

日印签署货币互换协定 救市还是互利？
■ 本报记者 张海粟

本报讯 阿根廷近日正式加
入联合国《TIR公约》，成为该公
约第 75 个缔约国。作为南美第
二大国，阿根廷东濒大西洋，加入

《TIR公约》将为该地区跨境公路
运输和多式联运奠定基础。

阿根廷位于智利与乌拉圭
之间，是两国贸易的桥梁。鉴于
智利与乌拉圭均已是《TIR 公
约》缔约国，阿根廷的加入将充
分发挥跨境中转国的联系能力，
为加速该地区一体化进程发挥
积极作用。

TIR的实施能够为经济带来
长远好处，根据美洲国家组织
（Organizationof American States）
的研究，TIR在该地区实施后，过
境等候时间将减少50%。阿根廷
海关总署已正式提名阿根廷道路
运输协会（FADEEAC）作为该国
的TIR证担保和发证机构。

国际道路运输联盟（IRU）秘
书长翁贝托·德·布雷托说：“阿根
廷加入《TIR公约》对释放美洲及
更广阔地区运输与贸易潜力具有
里程碑意义。期待与阿根廷道路
运输协会、阿根廷交通运输部及
阿根廷海关等合作伙伴合作，争
取尽快在该国实施 TIR 系统。”

（江南）

阿根廷加入《TIR公约》
释放南美运输与贸易潜力

据外媒报道，在美国、加拿大
和墨西哥近日达成协议的新贸易
框架——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
定（USMCA）中，针对本地化生产
的汽车，发动机和变速箱等主要零
部件被要求必须在三国范围内生
产，即使只有一种采用在区域外生
产的产品，该车型也不能被认定为
区域内生产车，无法享受在三国之
间以零关税进出口的待遇。这份
新的协议预计于 2020年生效。

“此协定主要是为防止外国汽
车厂商避税。”资深产业经济观察
家梁振鹏告诉《中国贸易报》记者，
外国汽车厂商的汽车产品此前出
口到北美市场时，为躲避关税壁
垒，采取在区域外生产汽车的发动
机、变速箱等零部件，随后运到北
美整机组装的方式，标称自己是本
土化的生产企业。然而，新协定可
能堵上了这条路——不止是整机

组装，就是零部件也需要在区域内
生产。

“长久以来，日本汽车厂商钻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空子——将工
厂重点布设在墨西哥。”青年日本问
题学者陈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说，由于墨西哥生产成本低，且是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国，因此在墨
西哥生产的大量日本汽车顺利出口
至美国。如今，新规定将对日本汽
车厂商带来较大的冲击。

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只要
在当地采购的零部件按金额计算达
到 62.5%以上，即可被认定为区域
内生产车。但按照新协定，这一比
例提高至 75%，同时要求零部件的
40%以上由时薪16美元以上的劳动
者生产。因此，日本汽车厂商的生
产成本将会增加。

陈洋解释说，墨西哥汽车产业
劳工的时薪大约为 7 美元，这相当

于间接要求汽车厂商必须购买美国
造的零部件。这样一来，必将提升
日本汽车厂商的制造成本。制造成
本上升后，出口至美国的汽车价格
也将有所提升，并将最终转嫁至消
费者。因此，长远来看，这有可能会
拉低日本汽车在美国以及北美市场
的竞争力。

“这对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
汽车厂商和零部件厂商却是有利
的。由于发动机、变速箱等汽车主
要零部件在区域内生产，因此降低
了对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进口
的依赖程度。”陈洋认为，三国中主
要的受益者可能还是美国的汽车厂
商和零部件生产商。美国本土的汽
车厂商和零部件生产厂商因为竞争
不利而整体萎缩，或将通过新的贸
易协定实现制造业回流。

陈洋举例说，美国去年进口了
约 450 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其中

一半来自区域外，如今推出新协定
后，美国企业从区域外进口主要零
部件的情况将减少，转而使用本土
厂商生产的零部件，这对美国确实
是一项利好。

梁振鹏也称，由于在末端汽车
零部件的组装环节中，技术层次比
较低，高端的在于上游的核心零部
件的生产，此协定因此将提升北美
汽车市场本土化，有利于北美地区
汽车产业档次的提升，进而推动汽
车产业发展。

“如果像之前一样，仅在美国设
立汽车产业链末端组装工厂，现在
的规定就不认可其为本土化生产的
汽车，须按照进口汽车收比较高的
进口关税。”梁振鹏表示，区域外的
汽车厂商为避免关税，可能将出口
转变为投资，将汽车产业链的上游
核心零部件的生产移到区域内生
产，这也将有利于提高北美地区的

就业率。
陈洋表示，在新协定之前，欧洲

和日本出口至美国的汽车主要基于
价格优势，且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伴随新协定的生效，特别是制造成
本的提升，预计欧洲和日本的汽车
企业将会改变营销策略。

“至于会不会转向其他经济体，
还有待观察，毕竟美国的汽车市场
规模仍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陈
洋说。

“今后在零部件的运输流通环
节，欧洲和日本的汽车企业会做出
一定的调整，不会像现在这样把重
心完全放在墨西哥或者完全依靠海
外进口。”作出以上预测的陈洋也坦
言，新协定对不符合规定的汽车（乘
用车）所征关税并不算高（2.5%），欧
洲和日本汽车企业今后也有可能选
择承担关税，继续维持此前的经营
模式。

面对美墨加协定 日欧车企何去何从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本报讯 伦敦时间 11 月 13
日，英国首相办公室声明，英国和
欧盟已就英国“脱欧”协议文本的
草案达成协议。根据程序，双方
协议草案的达成只是英国和欧盟
之间谈判是否最终成功的第一
步，该文本协议分别需要经过英
国内阁、英国议会和欧盟27国家
以及欧盟议会通过。

此前，英国《金融时报》称，2
名消息人士指出，协议文本已在
布鲁塞尔定案，有待首相特蕾莎·
梅说服意见分歧的内阁。经过一
年多曲折的谈判，英国和欧盟终
于首度达成“脱欧”协议，不过强
硬“脱欧”派人士指责特蕾莎·梅
向布鲁塞尔妥协，英国国会能否
通过特蕾莎·梅提出的任何“脱
欧”协议仍是未知数。（宗贺）

英欧达成“脱欧”协议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