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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看台

6 月 22 日 ，联 合 国 可 持 续 发 展 大 会

（即：“里约＋20”峰会）闭幕，193 个国家的

代表签署了会议最终成果文件《我们憧憬

的未来》。

该峰会的最大议题是走绿色经济之路，

备受企业和投资者的关注，因为对能源、水

和其他资源的短缺情况进行长期预测，将令

企业和投资者受益匪浅。

但在绿色经济的资金投入上，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观点针锋相对。发达国家

强调，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全部国家均要

向绿色经济转型，而发展中国家则宣称，绿

色经济只是选项之一，改走绿色经济之路的

前提是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

“早在 1992 年，可持续发展战略就被各

国广泛认可，但真正按照可持续发展方式发

展的国家还很少见，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一个

完美的典型。”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

曲格平告诉记者，美国曾明确表示不提供环

保援助资金，并缺席了此次峰会，而其他发

达国家对外援助资金还在继续减少，绿色经

济之路布满荆棘。

《我们憧憬的未来》实施艰难

事实上，《我们憧憬的未来》在讨论过程

中一直备受争议，利益冲突导致谈判过程几

经 中 断 。 在 此 前 的 6 月 14 日 ，77 国 集 团

（即：发展中国家集团）举行了一场磋商会。

谈判代表强烈表示：若不能在资金支持和技

术转让等方面有所进展，将不参加绿色经济

的“小组磋商”会议。这是一次罕见的谈判

场内的“罢谈”。

虽然《我们憧憬的未来》最终获得通过，

但在这份文件中，没有任何国家作出任何承

诺。它呼吁“紧急行动起来”反对“不可持续

的”经济行为，但既没说明这些经济行为是

什么，也没阐明可能采取哪些措施。

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斯蒂芬·豪斯认

为，文件草案太无力，不具备可实施机制。

“这不奇怪，外交官没能就任何具体行动在

文件中达成一致，因为各国必须首先在国内

达成一致，然后才能采取行动。”

金融危机迫使一些国家放弃对绿色经

济的高额投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

弗里·萨克斯认为：绿色经济成本很高，但如

果不发展代价将更高。然而，政治家不敢要

求人民承担这些费用，因为他们担心人民生

活成本一旦增加将导致选票流失。“里约+

20”峰会达成的只是一份空洞的共识。

发达国家“稀释”资金承诺

“从最后一轮的非正式磋商会议开始，

发达国家就开始系统地试图‘稀释’自己此

前做出的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发展中国家

的绝望与日俱增。”发展中国家政府间国际

组织南方中心执行主任许国平如是说。

事实上，资金支持并非新议题。1992

年的“地球峰会”就曾提出，发达国家每年应

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 0.7%来援助发展中国

家。当时，全球领导人聚集在里约签署了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随后，各国就“全球环境破坏是冷战后

时代的全球普遍课题”达成共识，并通过一份

旨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行动计划《21 世

纪议程》，全球合作应对环境问题拉开序幕。

但是，20 年来，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国际

合作机制并未深入人心，发达国家提供环保

援助资金的承诺一再落空。有专家讽刺说，

一旦发达国家经济低迷，便“顾不上环保”。

1997 年，《京都议定书》获得通过。协

议规定：只有发达国家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

义务。2001 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日

本的环保援助资金也降至 1997 年峰值的一

半左右。

曲格平曾被聘请担任全球环境基金高

级顾问，该机构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环保基

金国际机构。全球环境基金根据相关协议，

向各个发展中国家分配发达国家提供的资

金。他告诉记者：“我在担任顾问期间看到，

每年收到的援助资金与规定的 1200亿美元差

距很大。”比如，发达国家援助资金就从 1992

年的583亿美元下降到2002年的487亿美元。

目前，全球环境持续恶化。人类社会能

否根据过去 20 年的成功与失败再次掀起一

场环保浪潮将受到严峻考验。

（下转第2版）

近日，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国家有关部

委和协会支持、协办的 2012 中外服务贸易

企业洽谈会在京举行。大会举办了主题论

坛、专题研讨会、项目对接洽谈等活动，就全

球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中国重点服务行业

的政策环境和市场前景以及一些新兴服务

产业和重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机遇等问

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

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庞大且不断升级的制

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了巨大需求，同

时，人民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也对服务性、

生活性服务产业产生了多元化的需求。”中

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说，“‘十二五’规划中

已经明确要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服务业和服务

贸易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

发展潜力。”

“近年来，中国为加快落实服务业发展

战 略，出 台 了 一 系 列 政 策，包 括 企 业 所 得

税 优 惠、货 物 劳 务 税 减 免 等 等，为 促 进 服

务 贸 易 发 展 提 供 了 有 力 支 持。”国 家 税 务

总 局 总 经 济 师 张 志 勇 说 。 同 时 ，他 还 透

露，为 鼓 励 服 务 贸 易 发 展，将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逐 步 建 立 起 服 务 贸 易 出 口 零 税 率 和免

税的进出口制度。

而近 10 多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

迅速扩大，结构也在不断优化。“近年来，中

国服务业的总量逐年递增，呈现持续健康发

展的良好势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企

业注册局局长周石平说，“截止到今年第一

季度末，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实有服务业企业

有 897.5 万 户 ，占 全 国 所 有 企 业 总 数 的

70.68%，注册资本金规模达到 49.88 亿元，占

全国企业注册资本金总额的 46.39%。”

这些服务企业的发展对促进就业、吸

纳投资等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不过，国

家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

洲也表示，客观来看，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发

展还面临很多方面的问题，尤其需要不断完

善国内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

体系。

自 2010 年以来，中外服务贸易企业洽

谈会已经连续举办了 3 届。本次大会的主

论坛以“可持续发展、服务业的发展机遇”

为 主 题；分 论 坛 则 围 绕 金 融 服 务、环 保 服

务、建筑设计、物业服务、企业低碳发展竞

争力 5 个重点领域进行了专题研讨。来自

国内外的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商协会机构负

责人、专家学者及企业负责人等集聚一堂，

进行了交流。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截稿新闻

2012中外服务贸易企业洽谈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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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资入铁”：

号角易吹调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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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企投资中国

未受钓鱼岛事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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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 颖

新 闻 速 递

净水器市场有“钱”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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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500强公司中
已有490家在中国投资

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市场成

为了众多跨国公司重要的避风港和利

润源。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

部长高虎城日前介绍说，目前，世界

500 强公司中已有约 490 家在中国投

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地

区总部等功能性机构已经达到 1600

余家。

85家中美企业
签34亿美元项目

第二届中美城市经济合作和投

资 会 议 日 前 在 南 京 开 幕，来 自 21 个

中国城市和 20 个美国城市的 85 家企

业 在 会 上 签 署 42 个 投 资 项 目，涉 及

制造业、节能环保、电子信息、化工制

药等 21 个行业，签约金额达 34 亿美

元。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拉戈指出，

随着地方官员和业界的进一步交往，

希望两国能有更多合作，为双方带来

互利。

欧洲四国重拳刺激经济
德法因欧元债券问题拌嘴

欧元区四大经济体德国、法国、意

大利和西班牙的政府首脑日前在意大

利首都罗马举行会议，商讨欧元区债

务危机。四国领导人同意动员大约

1300 亿 欧 元（约 合 1.04 万 亿 元 人 民

币）资金促进欧洲经济增长，但就发行

欧元债券存在分歧。

日本满世界找稀土
替代进口中国“货”

据越南国家通讯社报道，日本和

越南为共同进行稀土资源开发而设立

的稀土研究技术合作中心日前在越南

首都河内正式落成，日方将为中心提

供 4.95 亿日元的器材费、运营费，越南

方面负担建设费用，借此，日越两国开

发稀土的战略合作又进了一步。据

悉，近年来，日本政府和企业一直在世

界各地努力寻找可替代中国的稀土供

应商，曾与缅甸、蒙古国、澳大利亚、印

度、哈萨克斯坦等多国进行过有关稀

土合作的会谈。

（本报综合报道）

“里约＋20”峰会成果文件实施艰难

日前，艾瑞咨询（iResearch）整理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最新调查数据称，2012 年，全球移动支付交易规模预计将达到 1715 亿美

元，较 2011 年的 1059 亿美元增长 61.9%。同时，2012 年，全球移动支付用户数量将达到 2.1 亿人，同比增长 31.3%。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本报讯 尽管 A 股近期走势低迷，但

却获得越来越多外资机构的青睐。卡塔

尔官员近日表示，卡塔尔正在申请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拟申请投

资额度 50 亿美元，远远超过当前规定的

10 亿美元上限。

卡塔尔能源与工业大臣穆罕默德·
本·萨利赫·萨达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卡塔尔看好中国经济长期走势和发

展潜力，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心才做出投

资中国市场的决定。“这 50 亿美元将主

要用来投资 A 股股票市场和 IPO，也会

考虑投资债券。”他说。

卡塔尔向世界上很多地方输出液化

气，每年向中国输送 500 万吨液化天然

气。“我们申请 QFII 资格正是想把从中

国获得的部分液化气收入以人民币的形

式留在中国来进行证券和 IPO 等方面的

投资。”萨达说，这也是深化双边关系的

战略举措。

事实上，基于对中国经济的看好，随

着 A 股投资价值的显现，越来越多的外

资机构对 A 股表示青睐。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共有 37 家 QFII 向外汇局申请

增加 125.37 亿美元投资额度，33 家已获

QFII 资格但未获投资额度的机构，正在

申请 102.5 亿美元投资额度。作为监管

机构，中国证监会也加快了 QFII 审批速

度。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明确表示，

下一步仍将加快 QFII 资格审批，鼓励更

多持长期投资理念的外资机构投资中国

资本市场。 （赵晓辉 陶俊洁）

卡塔尔热盼QFII资格
拟申请投资额度50亿美元

这样的展会少一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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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红：“好摄之徒”

成就非凡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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