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中旬，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简称中

钢协）组团前往澳大利亚进行谈判，随行的

包括宝钢、武钢等企业负责铁矿石业务的

代表。中钢协似乎已经认识到，指数定价

在短期内很难更改，毕竟在三大矿山强制

推行下，中国钢厂已被迫执行一年时间。

“现在谈判，主要谈的是怎样解决海运

费与矿价的问题、矿石品位溢价怎样计算、

以及指数的采集和定价怎样才能更加透明

化。”中钢协一位参与谈判人士向记者透

露。他认为：“我们谈判的出发点还是供需

的态势，从这一点来说，目前的局面对我们

还是有利的。”

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粗钢产量达到

6.2665 亿吨，同比增长 9.3%；生铁同比增长

7.4%。但全年进口铁矿石却下降了 1000 万

吨。中国铁钢比进一步下降，从 96%下降至

94%，差的这两个百分点意味着，中国可以

少用铁矿石 1500 万吨。

此外，现在，中国压港铁矿石存量也一

直保持较高的水平，连续几个月达到 8000

多万吨，这足够中国钢厂“ 吃”上两个月。

而且，海运费价格也处于低位。

中钢协谈判小组在澳大利亚看到，矿

山公司正忙于扩产，未来几年，矿石的供应

量会不断增加。而去年，中国铁矿石进口

正在减少，国内矿山自给率虽然不能得到

明显改善，但产量仍在持续上升。

“此前有人说澳大利亚洪水等自然原因

会影响铁矿石供应量，我们去实地看后发现，

矿山离洪水距离非常远，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矿山自己都说没有受到影响。”该人士说。

在 市 场 供 需 基 本 面 下，中 钢 协 预 测，

2011 年，铁矿石供大于需的局面将得到进

一步加强，中国过于依赖进口矿的局面则

会进一步得到扭转。

“ 不过，我们也发现，在实际谈判中，

矿 山 公 司 不 看 供 需 ，人 家 是 在 垄 断 的 地

位。可以说，现在的铁矿石谈判，已经不

仅仅是看供需关系了，主要是三大矿山公

司的垄断，加上背后对价格的操控、对海

运费的操控，这些都是谈判控制不了的。”

该人士指出。

“海运费波动的背后，是矿山公司操控

的结果。今年谈判时，我们明确提出，矿

山要保持海运费的稳定，减少波动。”该人

士介绍，由于目前铁矿石定价采用的都是

离岸价，海运费并不计入合同价格，中方

的 教 训 是 ，海 运 费 通 常 会 在 铁 矿 石 谈 判

时 出 现 大 幅 下 跌 的 情 况 ，而 一 旦 价 格 签

订，海运费就会大幅上涨，钢厂的成本也

随着大幅增加。

对于定价基础的指数采集，中钢协认

为，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不够透明。而协会

在经过调研后发现，季度定价已经是国内

钢厂所能接受的最短周期，否则将对钢厂

的生产经营造成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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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俏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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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9 日，周六，任职于国内某商业银

行风险管理部门的李先生被召回单位加

班。此前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 2 月

24 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因此，李先生需要

重新衡量银行的放贷压力并做出报告。

据悉，这将是中国央行自去年以来连

续 第 八 次 上 调 存 款 准 备 金 率，也 是 2011

年的第二次上调。至此，大型金融机构存

款 准 备 金 率 将 达 到 19.5％ ，创 下 历 史 新

高。同时，这距离中国央行上一次公告加

息仅仅 9 天时间。

李先生告诉记者，居高不下的通胀压

力是央行紧缩银根政策密集出台的最主要

原因，此举有助于坚定市场对货币政策回

调的判断，推动通胀预期回落。

通胀数据低于预期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 月份，

中 国 居 民 消 费 物 价 指 数（CPI）同 比 上 升

4.9％，尽管高于上月 0.3 个百分点，但却远

低于市场预期的 5.3％至 5.4％的区间。

澳新银行环球市场部大中华区经济研

究总监刘利刚在发给本报的分析报告中指

出，尽管名义通胀率出现了出乎意料的下

降，中 国 的 通 胀 压 力 却 并 没 有 因 此 而 缓

解。通胀压力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生产要素价格被长期压制，

中国将面临新一轮的土地、水、电等要素价

格的市场化改革，这将增加企业的生产成

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

第二，中国也面临着大面积的工资和

房租上升的压力。春节前后，“用工荒”在

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大面积蔓延，为了吸

引更多的工人，中国企业不得不大幅度提

高工人的工资。记者了解到，自去年年中

以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

北京、山西、山东、湖北、宁夏、吉林和陕西

等 10 多个省、市、自治区上调了最低工资

标准，调整幅度都在 10%以上，一些地方涨

幅超过 20%。

刘利刚表示，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中

国制造”的成本将在未来数年内快速上升，

因此，“中国制造”也将不再享受成本优势。

谨防工资推动型通胀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

研究员梅新育指出，目前，中国正经历着

成本大幅度上升过程，“加薪潮”让国内外

商界惊呼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再。由

于中国正努力在一次分配环节改善收入

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劳动力成

本明显上升态势还将持续。但是，中国产

业和外贸的竞争力仍然强劲，“世界工厂”

地位没有动摇。

记者了解到，在高通胀压力、资产泡

沫、隐约的资本流动逆转等不确定因素下，

中国外贸在今年 1 月仍交出了靓丽的答

卷：进出口总值 2950.1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9%；其中，出口 150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7%；进口 144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

贸易顺差 64.5 亿美元，同比锐减 53.5%。

在对中国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后，渣

打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发现，

去年，中国新增就业岗位达 2000 万个至

2500 万 个，超 过 中 国 官 方 统 计 资 料 两 倍

多。但是，2010 年至 2020 年的 10 年间，工

作岗位增加的速度将逐渐超过新增劳动力

人口增速，预计未来 10 年，劳动力人口总

量增长率接近为零。

王志浩指出，劳动力相对稀缺将推高

工资增速，但如果工资提高的速度过快，则

会带来工资推动型通胀。工资增速保持和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基本相当的水

平，或略高于 GDP 增速是合意的，且不会

导致通胀。但如果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得过

高，实体经济将受到过热的巨大伤害。

王志浩提醒，目前存在的一个风险是，

政府可能过于关注创造就业岗位以及经济

数据的好坏，从而着力提高经济增速甚至

超过经济本身的承受力。“未来 10 年或 20

年间，中国的实际潜在经济增速将从目前

的 10%至 11%放缓至 5%至 8%的区间。”他

说，如果持续向一个潜在经济增速已经放

缓的经济体投放廉价的资金，将很容易引

发通胀压力。

通胀紧逼“世界工厂”受困成本压力

G20财长打算盘

各家自扫门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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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牛从羊

卢文兵走上“羊肠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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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会展业提档升级

成经济发展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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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推广的专业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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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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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截稿新闻

中钢协表态：铁矿石季度定价已是底线
■ 万晓晓 张向东

韩版次贷危机偷袭全球

截 至 2 月 19 日 ，韩 国 政 府 已 经

叫停了 6 家银行的正常营业。专家

指 出 ，韩 国 经 济 正 在 遭 遇“ 冷 热

症 ”，一 方 面 ，银 行 闹“ 现 金 荒 ”，另

一 方 面，通 胀 压 力 下 韩 国 央 行 加 息

动 作 频 繁 。 突 然 而 至 的 韩 国 银 行

危 机，让 全 球 经 济 的 复 苏 前 景 重 新

变得不明朗起来。

中国出口商不怕人民币升值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

中国的出口商绝对有能力调整战略

保全自己。虽然最初他们担心可能

会破产，但事实证明，他们有空间调

整自身以应对升值。

国税总局酝酿降低进口税

奶 粉 境 外 抢 购 、化 妆 品 代 购 汹

涌 ，面 对 这 些 问 题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正 在 酝 酿 降 低 部 分 商 品 的 进 口 环

节消费税。

华为弃购美国3Leaf资产

华为近日已经决定接受美国外

国投资委员会的要求，撤销收购服务

器技术公司 3Leaf Systems 专利技术的

交易。此举是中国企业全球扩张和

一些国家政府怀疑态度之间，戏剧性

冲突的最新变化。

中国摩托车销量居世界第一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

数 据，中 国 摩 托 车 市 场 位 居 全 球 第

一 ，去 年 的 销 量 达 到 了 2400 万 辆 。

但是，摩托车销售正遭遇电动自行车

的冲击，摩托车的未来发展面临不小

的挑战。

华商在西班牙建东方广场

由华商投资修建的欧洲最大的

商品批发集散中心——东方广场近

日 在 西 班 牙 马 德 里 举 行 落 成 典 礼。

东方广场占地面积 5.1 万平方米，由

80 个仓库组成。

（本报综合报道）

中国新品探路

2011年国际圣诞礼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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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1 日 下 午，中 国 贸 促 会 副 会 长 张 伟 到 中 国 贸 易 报 社 进

行考察调研，听取了报社领导班子的工作汇报，明确了 2011 年报

社发展方向，强调要进一步加快报社体制改革的步伐，以适应新

的发展趋势。

图为张伟（右一）考察报社排版系统。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高洪艳）国际航空运输

协会（IATA，简称国际航协）2050 愿景规

划会议日前在新加坡落下帷幕。国际航

协理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乔瓦尼·比西尼亚

尼预计，2011 年，全球航空业收入将达到

6000 亿美元。

据国际航协预测，2014 年，国际航空

旅客运输量将新增 8 亿人次，从 2009 年的

25 亿人次增至 33 亿人次。与此同时，国际

航空货运量将新增 1250 万吨，从 2009 年的

2600 万吨增至 3800 万吨。

中国将成为新增旅客数量最多的国

家 。 到 2014 年，新 增 的 8 亿 人 次 的 旅 客

中，预计 3.6 亿人次（占 45%）将集中在亚太

地 区 航 线，其 中 2.14 亿 人 次 与 中 国 相 关

（国内旅客 1.81 亿人次，国际旅客 3300 万

人 次）。 美 国 仍 稳 坐 单 一 市 场 的 头 把 交

椅，国内旅客运输量达到 6.71 亿人次，国

际旅客运输量达到 2.15 亿人次。

乔瓦尼·比西尼亚尼表示：“商机无限

的同时，航空业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如

果要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潜力，需要更加高

效的运输管理，并提供更加高效的机场设

施和安保服务，航空业和各国政府需更加

紧密地协作。”

中国新增航空旅客量
列全球之冠

二三线城市

国际会议需“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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