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本 核 反 应 堆 陆 续 爆 炸 ，不 仅 使 该

国 陷 入 了 一 场 核 电 危 机，也 引 起 了 全 球

对核电的思考。多国民众纷纷抗议发展

核 能 源，资 本 市 场 也 对 中 国 核 产 业 的 短

期 发 展 表 示 担 忧，东 方 电 气 等 核 概 念 股

票近期大幅下跌。而中国政府部门则表

示，中 国 发 展 核 电 的 决 心 和 发 展 核 电 的

安排不会改变。

日本核泄漏引纷争

继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 1 号、3 号机组

发生爆炸事故后，其 2 号机组又于 3 月 15

日传出爆炸声。负责核电站运营的东京电

力开始撤离部分工作人员。

日本核泄漏已引起全球关注，许多国

家都表示暂缓发展核能源。

“ 我 不 认 为 美 国 应 该 停 止 修 建 核 电

站，但现在有必要踩一下刹车，直到我们

完全搞清楚日本目前所面临的危险。”美

国参议员利伯曼称，美国应暂时放慢核电

发展步伐。

澳大利亚则明确表态不发展核工业。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称，澳大利亚没有必

要发展核能，“工党的立场十分鲜明，我们

不寻求在这个国家发展核工业。”

作为世界第二大核能生产国，法国社

会对日本强震引起的核电站事故更加敏

感，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要求法

国政府关停核电站。

欧洲议员、绿党成员艾娃表示，发生事

故的日本此前一直被认为在技术上具有优

势。这次发生事故说明无风险核能的神话

已经破灭。她批评法国过度依赖核能是冒

不必要的风险，呼吁法国 20 年后丢弃核电

站；另一名欧洲议员丹尼埃尔·科恩-本迪

则希望就是否关停核电站在法国展开全国

性的讨论，并以公投方式作出是否放弃核

能供电及其运作模式的最后决定。

与此同时，约 300 名反核人士在巴黎

埃菲尔铁塔对面的托卡特罗广场举行集

会，在悼念日本强震遇难者的同时抗议法

国大规模使用核电。抗议者举起了诸如

“核能扼杀未来”、“走出核时代”等标语，呼

吁政府重新考虑能源政策。

中国核产业短期受影响

“短期内，日本核泄漏事件将对核电事

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华创证券分析师

高利表示。

国金证券分析师张帅称：“从中国核电

发展规划来看，中国核电在 2020 年的总装

机量在 700 亿瓦特至 800 亿瓦特，而短期内

会对核电装机目标采取更为保守的规划。”

3 月 14 日至 15 日，沪深两市核电类上

市公司开盘即领跌两市，全线大幅下挫。

其中，东方电气继 14 日跌停开盘后，15 日

又跌了近 5%。

对此，长江证券分析师刘元瑞表示，尽

管日本核电泄漏事故由自然灾害引起，出

于安全性考虑，市场对中国核电发展的预

期可能产生担忧，进而影响相关核电上市

公司的估值。

此外，中国核能源的扩张速度与技术

安全性引起各界关注。

资料显示，中国现有秦山、大亚湾、岭

澳、田湾 4个核电站正在运行，在建核电站有

12 个，运行的核电装置有 13 台，并已形成东

北、四川、上海三大核电装备制造基地。“十

二五”期间，中国核电装机将快速发展，预计

2015年核电装机将达到4000万千瓦。

对此，高利称，截至目前，中国核电已

确定开工建设的项目已经达到了“十二五”

末期规划量，订单足够保证 5 年的生产，但

新项目建设将更加谨慎，步调会放缓。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周修杰也指

出：“大规模建设时可能会产生麻痹松懈心

理，认为技术有保障就不按规范运作，这是

非常危险的。”

业内人士则表示，中国的核技术在世

界处于领先地位，其三代核技术能抵御极

端自然灾害。

同时，中国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为核能

源企业吃了颗定心丸，他表示，中国会在核

电发展战略上和发展规划上适当吸取日本

方面的教训，但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发展核电

的安排不会改变。 （相关报道见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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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恐慌重挫全球能源市场

中国钢企备战震后商机

日本地震后亟需基础设施重建，

为此，中国的钢铁企业鞍钢、武钢和首

钢等正在为今后几个月钢铁需求和出

口量的激增做准备。

中国紧急调研机电企业震感

日本是中国机电产品的第一大进

口来源国，自日本进口占中国机电产

品进口的比重达 18.08% 。中国机电

产品进出口商会近日紧急成立日本强

烈地震应急工作小组，调研会员企业

受到的影响。

ABB全球采购中心落子中国

全球领先的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集

团 ABB 近日公布 2010 年在华业绩，决

定将全球采购中心落子中国，投入更

多资源将中国发展为出口枢纽。

阿根廷强化汽车进口限制措施

阿根廷政府日前要求汽车进口厂

商承诺在 2012 年 3 月 31 日前出口与

进口额相等的汽车。据悉，阿根廷政

府从今年 2 月开始限制汽车尤其是高

档汽车的进口。

上海迪士尼融资方案露面

随着上海迪士尼乐园项目一期规

划（草案）进入公示，上海迪士尼项目

的融资方案也逐渐浮出水面。据悉，

国开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等正在牵

头组建银团贷款。

彩电业“黑白配”成热潮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创维集团日

前正式向外界宣布全面进军白色家电

产业，总产能 500 万台的南京生产基

地正式落成投产。至此，国内五大彩

电厂商已经全部挺进白电业，家电行

业“黑白配”蔚然成风。

（本报综合报道）

■ 本报记者 王 熙

3 月 16 日，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会

长万季飞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

巴尔舍夫斯基。双方就中国入世后的经贸发

展、当前世界公平贸易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

企业赴美投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追忆十年 分享繁荣共赢

万季飞说，中国加入 WTO 的 10 年是和

世界分享繁荣和实现共赢的 10 年。入世是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通过加入

WTO，中国实现了市场准入、贸易争端解决、

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的便利，增强了外国投

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帮助中国赢得了大量投

资，成功巩固了持续开放取得的进步。

回忆起当年中国政府入世谈判的一幕

幕，万季飞用“不打不相识”来形容中美两

国在竞争中加深了解，成为朋友的过程。

他希望巴尔舍夫斯基利用她的丰富经验，

推动中美两国企业经贸往来与合作。

巴尔舍夫斯基 1997 年至 2001 年担任美

国贸易代表，卸任后加入了美国威凯平和而德

律师事务所。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和总统内阁

成员，巴尔舍夫斯基负责制定美国贸易政策及

开放外国市场、在世界范围内消除政府管制壁

垒和投资壁垒、保护美国投资方面的谈判。

针锋相对 坚守公平贸易

与万季飞会谈后，巴尔舍夫斯基还参

加了中国国际商会组织的中美经贸合作座

谈会，向与会的中国企业家就赴美投资问

题提供建议和指导。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周世俭

借座谈会再次将美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

地位的问题摆在了巴尔舍夫斯基面前。他

指出，俄罗斯在 1998 年就被承认了市场经济

地 位，但 是，俄 罗 斯 至 今 还 不 是 WTO 成

员。相比之下，已经入世 10 年的中国却始终

得不到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而且，世界上

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美国政府

近些年一直在释放巨额资金注入经济。

对此，巴尔舍夫斯基回应指出，首先，不能

将金融危机下的应对措施与政府干预经济、破

坏市场经济秩序相提并论，更何况危机过后这

些措施在逐步退出。其次，美国分行业来评价

市场化程度，中国的大多数行业是市场化的，

这点美国并不会否认。最后，虽然美国没有承

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在与中国企业展

开经贸合作时，美国都是将每一个中国企业当

作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来公平对待的。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部部长武宪

功表达了想要进入美国市场建高铁的意愿。

对此，巴尔舍夫斯基表示，外资企业赴美修建

基础工程设施，招投标过程是公开透明的，不

会存在歧视。但是，中国企业需要及时有效地

处理好知识产权方面可能出现的纠纷。另外，

中国企业的“国有身份”很有可能扣动美国投

资审查委员会的扳机，不管其投资额多小。

图为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会长

万季飞（右）会见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

舍夫斯基（左）。

万季飞对话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本报讯 日前，《中国安防行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正式获批公布。据参与规划

起草的人士透露，未来 5 年，除了安防产品

及工程的快速发展外，安防运营及服务业

将迎来更快的发展，甚至超过安防产品及

工程的增长速度。

规划提出，到“十二五”末期，中国要实

现安防产业规模翻一番的总体目标，年增长

率达到 20%左右；2015 年总产值达到 5000

亿元，实现增加值 1600 亿元，年出口交货值

达到 600亿元以上；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安防运营及各类服务业所占比重达到 20%

以上。

据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的调查数

据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安防行业规模迅

速扩大。2010年，安防企业达到了2.5万家左

右，从业人员约 120 万人；行业总产值达到

2300多亿元，其中安防产品产值约为1000亿

元，安防工程和服务市场约为1300亿元。

另外，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秘

书长靳秀凤指出，数字城市建设和安防物

联网会成为新的强劲增长点。在记者调研

中，业内人士也普遍认为，除了视频监控系

统的硬件需求持续火热外，物联网技术与

安防应用的结合将最具市场潜力。

（温 婷）

安防产业进入高增长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