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曼兄弟倒闭两年后，加强银行体系资

本要求的贸易金融新规“巴塞尔协议Ⅲ”（以

下简称巴Ⅲ）才姗姗来迟。当时，这被称为

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的一大里程碑。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欧债危机愈演愈

烈之时，巴Ⅲ的监管力度却受到了质疑。

在日前于北京召开的国际商会（ICC）贸易

金融峰会上，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的成员

们纷纷“抨击”巴Ⅲ对贸易融资风险计量采

取的严格标准，称这将阻碍贸易融资的发

展，同时也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是

经济收缩。而巴Ⅲ对所有国家进行一刀切

似地严格管控，也被部分专家认为将对一

些“无辜”的出口大国产生影响。

贸易金融受阻

贸易融资是银行的业务之一，是指银

行对进口商或出口商提供的与进出口贸易

结算相关的短期融资或信用便利。对于希

望从事商品、生活消费品和资本设备进出

口的企业，可靠并成本低廉的融资以及担

保对保持国际贸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商会发布的一项最新报告《全球

风险——贸易融资 2011》，通过对过去 6 年

中的 1140 万次交易进行分析，贸易融资是

一项风险较低的资产类别，银行与政府应

打消顾虑，避免对其过度调节。

在巴Ⅲ实施之前，信用证和保函项下

的融资额分别按约 20%和 50%计入加权风

险资产，而巴Ⅲ则要求均按 100%计入。这

种情况下，银行提供贸易融资的意愿会大

大降低。据渣打银行 2010 年一份报告预

测，巴Ⅲ的实施将使全球贸易减少 1.8%，

并令全球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 0.5%。

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高级政策经理蒂

埃里·塞内沙勒称，银行监管者们制定的规

则对贸易融资提出了“毫无根据”的资金要

求，在阻碍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将对经济增

长产生负面影响。

中小企业受冲击

英国巴克莱银行贸易运作资本全球主

管、国 际 商 会 银 行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陈 加 财

（Kah Chye Tan）表示，贸易金融受阻碍，最

终结果将是中小企业受到冲击从而影响就

业，对于绝大多数银行来说，80%的贸易金

融客户基本都是中小企业。

据国际商会报告显示，对于希望从事

商品、生活消费品和资本设备进出口的企

业来说，可靠且成本低廉的融资和担保对

保持其国际贸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

今，世界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

而且风险较小。但相比较而言，目前，巴Ⅲ

的资本金要求却显得过高。

中国遭“误伤”

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的专家们还发

现，对于贸易金融提出的过高资本要求，也

在误伤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出口大国。

此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银行

委员会副主席张燕玲曾公开表态称，贸易

融资业务风险显著低于银行传统信贷业

务，在计算风险权重时将二者视同非常欠

妥。她认为，金融危机始于欧美国家银行

过分的金融衍生品创新，但是现在对所有

国家进行一刀切，必然会误伤像中国这样

的出口大国。

“亚洲这些国家没有什么衍生产品，表

外全部是贸易融资，所以巴塞尔委员会要

把表外全部拿进表内，这就产生了一个新

的不公平。”张燕玲指出，二十国集团和巴

塞尔委员会必须要正视一个现实：各个国

家在执行资本协议时处在不同的阶段，所

以可以执行的年份也不可能一致。

近日，记者从国家商务部了解到，世界

贸易（WTO）争端解决机构已经就欧盟对

原产于中国部分鞋类产品的反倾销措施案

（DS405）发布专家组报告裁定，欧盟《反倾

销基本条例》第 9（5）条违反了 WTO 规则，

欧盟反倾销主管机关在对华皮鞋反倾销原

审调查中适用该条款是错误的。同时，欧

盟反倾销主管机关在原审和复审调查中还

违反了 WTO《反倾销协定》有关透明度等

方面的要求。

在饱受长达 4 年多的欧盟反倾销之苦

后 ，国 内 鞋 企 获 得 了 WTO 的“ 撑 腰 ”。

WTO 专家组报告表示，在欧盟对中国鞋

类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诉讼中基本支持中

国，欧盟的行为不符合 WTO 法规，中欧鞋

战终于尘埃落定。

反倾销制裁持续4年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近日发表谈话

称，对 WTO 专家组就中国诉欧盟皮鞋反倾

销措施案所做出的裁决表示欢迎，“中方敦促

欧方尊重这项重要裁决，尽快取消与 WTO

规则不符的立法和歧视性做法，公平对待中

国出口企业，维护中欧正常贸易活动。”

一直以来，中欧双方针对鞋产品爆发

的摩擦从未间断。

从 2004 年 在 西 班 牙 就 曾 发 生 过“ 烧

鞋”事件。2004 年 9 月，由于认为华人鞋业

贸易对当地制鞋业带来冲击，西班牙东南

部小城埃尔切的街头出现了一些抵制中国

鞋的标语。9 月 16 日晚，近千名西班牙鞋

商和鞋厂工人聚集在中国鞋城内，号召当

地 人“ 把 进 入 这 个 城 市 里 的 所 有 鞋 子 烧

掉”。直到今年 5 月，西班牙方面才给中国

商人一个说法，判定中方胜利。

实际上，“烧鞋”事件并非事发偶然。

1995 年至 2005 年，欧盟曾对中国出口皮鞋

实施长达 10 年的配额限制。

2005 年，就在配额限制到期之时，欧

盟在未经客观、公正审查的情况下，对中国

皮鞋发起反倾销调查，并于 2006 年 10 月作

出裁定，实施为期 2 年的反倾销措施。

记者从奥康集团品管部一位工作人员

处了解到，为了应对来自欧盟的反销调查，

国内南方制鞋大省的近百家企业联合成立

了鞋业联盟共同对抗。但正是在这耗时甚

长的申辩过程中，许多企业被反倾销税所

累，纷纷退出欧盟市场。

2010年2月4日，中国就欧盟对原产于中

国部分鞋类产品的反倾销措施诉诸WTO。

2010 年 5 月 18 日，在争端解决机构例

会上，专家组正式成立。澳大利亚、巴西、

哥伦比亚、日本、土耳其、美国和越南作为

第三方参与该案。

中欧谨防贸易战

中国自 2001 年加入 WTO 后，成为受

欧盟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也是被实施

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而被欧盟反倾销

调查的重点地区，集中在广东和温州。

此次，中欧鞋战，中方获得胜利，无论

是从产业发展角度还是从应对欧盟调查策

略调整来说都意义重大。

据一项数据显示，从 2006 年到 2010 年

底，因为欧盟反倾销关税的实施，中国出口

欧洲的皮鞋销售额下滑 20%，直接导致 2

万人失业。

尽管今年 3 月，欧盟对中国鞋类产品

的反倾销制裁已经到期，但是这份迟来的

WTO 裁 定 给 予 中 国 的 不 仅 仅 是 一 个 结

果，而是对中国利用规则来规避贸易风险

行为的肯定。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中欧鞋战，中国的胜利标

志着中国在入世 10 年之后，开始能够通过

世贸组织的渠道，纠正其他主要贸易伙伴

对中国不合理的贸易规则，这是一个非常

重大的进步。而由于欧盟和美国是全世界

国际贸易规则影响最大的国家和地区，那

么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在 WTO 裁决的

压力下进行修订，这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贸易规则的示范作用，也可想而知。”

本报讯 近些年，汽车召回事件频发，其中最为重

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汽车零部件以及配套产品存在质量

问题。

对此，国家质检总局 10 月集中对在国内市场上销

售的汽车安全带、汽车内饰材料、轻型载重汽车轮胎

等 3 类汽车相关产品质量进行了国家监督抽查，共抽

查了 18 个省、直辖市 138 家企业生产的 138 种产品。

抽查结果显示，138 种产品中的 133 种符合标准规定，5

种产品不符合标准规定。

据国家质检总局官员透露，此次汽车安全带共抽

查了北京、天津、吉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广东等

8 个省、直辖市 36 家企业生产的 36 种产品。抽查显

示，有 34 种产品符合标准规定，2 种产品不完全达标，

不合格项目分别涉及卷收器倾斜角度、卷收器强度、

连接件强度。

汽车内饰材料共抽查了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

龙江、江苏、浙江等 7 个省、直辖市 43 家企业生产的 43

种产品，包括车内护板、顶棚衬里、地板覆盖层、座椅面

料、行李箱覆盖层、其它内饰材料等 6 个品种。抽查显

示，有 42 种产品符合标准规定，有 1 种产品不达标。

轻型载重汽车轮胎共抽查了天津、山西、辽宁、吉林、

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河南、广东、重庆、四川、贵州等 13

个省、直辖市 59 家企业生产的 59 种产品。抽查显示，有

57种产品符合标准规定，2种产品强度性能项目不达标。

“针对本次汽车相关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发

现的问题，国家质检总局已责成相关省（自治区、直辖

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本次抽查

中不合格产品的生产企业依法进行责令整改、限期改

正等候处理措施。”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李元平说。

此外，为了方便消费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

上抽查结果中涉及的企业名称、产品名称、商标、规格

型号、生产日期、主要不合格项目等具体情况，可以登

录国家质检总局网站进行查询。 （舒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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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鞋战落幕 欧盟被判违法
■ 本报记者 邢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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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 淼

全球贸易金融新规监管过度 被指一刀切

今日普法
 




三种汽车配套产品抽查结束 合格率达96%

本报讯 财政部近日宣称，上调企业增值

税和营业税起征点，以减轻小企业税负负担。

此次，企业增值税起征点将上调至月销售额

5000 至 20000 元，原来的起征点为 2000 至

5000元，营业税起征点上调至月营业额为5000

至20000元，原来起征点是1000至5000元。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小企业面临包

括融资难、成本上涨、汇率波动等在内的问

题。如果中小企业大规模破产，中国经济

将十分严峻，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实

际上是对国内经济最大的保护。（钟 广）

增值税起征点提高
中小企业将受益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国家商务部获

悉，该部委印发了《关于“十二五”期间加

快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

见》，明确了“十二五”期间主要任务：

一是推动制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管理办法》及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

二是加强技术创新，加快建设以中央、

省、市三级平台为主体的全国追溯管理网络。

三是抓好大中城市肉类蔬菜追溯试

点，全面推进城市追溯体系建设，逐步扩

大到牛羊鸡鸭等畜禽产品、水果、水产品、

食用菌、豆制品等主要品种。

四是开展产地或集散地批发市场追溯

体系建设，支持一批大型肉类蔬菜生产经

营企业打造全产业链追溯品牌。（商 武）

“十二五”肉类蔬菜
流通追溯体系指导意见出炉

本报讯 近日，商务部发布《2011 年中

国零售业节能环保绿皮书》（以下简称《绿

皮书》，进一步挖掘零售业低碳环保空间，

推动国内零售业快速发展。

据商务部新闻办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

《绿皮书》是由商务部委托中国连锁经营协

会组织零售业节能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及中

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的专家共同研究完成。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在今年再次对国内

零售企业节能环保情况进行调查，共有 21个

省市自治区的商务主管部门提交了129家企

业及其下属的 106 家门店的基本信息，与

2010年调查相比，样本量增加了43家企业。

经过调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现，

在过去的一年中，企业对环保的关注度加

速提升，环保措施更全面、更深入，零售业

连续 3 年能耗水平稳步下降。

对此，商务部相关工作人分析认为，

能耗水平的稳步下降与部分零售企业已

迈入节能环保成熟期息息相关。

据了解，目前，国内零售企业的节能

环保实施情况大致可分为 3 个层级：基础

层、发展层和深化层。根据企业调查，从

企业数目来看，近 80%的企业节能环保实

施处于基础层，14%的企业处于发展层，约

7%的企业处于深化层；从地域分布来看，

处于深化层和发展层的企业多分布于东

部沿海地区，中部内陆和西部边远地区的

企业多处于基础层阶段。

此外，《绿皮书》指出，国内零售业节

能环保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时，还存在一些

瓶颈与障碍。第一，多数零售企业的环保

节能停留在低成本投入的基础层阶段，可

持续发展有待技术、资金、政策等方面更

雄厚、更稳定的支持和提高；第二，零售企

业能够接受的投资回报期通常在 3 年左

右，这制约着投资回报期较长的节能环保

技术的应用；第三，零售业的节能环保缺

乏有效的制约和激励机制，还没有针对零

售业节能环保的强制性法规标准出台。

对此，人民大学环境学院专家提出，零

售业节能环保的发展需要配套政策的跟

进，即建立健全的零售业节能环保法律体

系和标准体系；加强符合零售业特点的绿

色供应链研究，推进零售业绿色供应链建

设；完善绿色补贴和税收政策，进一步提升

企业节能环保的积极性；通过示范、认证、

奖励等多种手段，提升企业社会影响力；针

对连锁零售企业的节能特点，灵活运用并

出台针对性强的补贴奖励政策。（邢梦宇）

去年中国零售企业
环保关注度大幅提升

你合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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