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币汇率改革一直备受关注，牵动着

外贸企业的敏感神经。

7 月 21 日，是人民币汇改 7 周年纪念日。

回望 7年的历程，曾经走走停停的人民币汇率

改革，在今年加快行进，无论是 4 月份人民币

对美元交易汇价单日浮动幅度由 0.5%扩大至

1%，还是 6 月起实现人民币和日元直接交易，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正逐渐完善。

无疑，汇改对中国外贸企业影响很大。

数据显示，人民币升值后，贸易顺差减少最

多。在保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变的情况

下，人民币每升值 1%，中国年出口额就减少

约 0.8%，进口额减少约 0.4%，贸易顺差减少

约 2.1 个百分点。

汇改，对中国纺织出口企业的影响尤其

深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

和出口国，纺织业对外依存度较大，中国纺

织出口企业在新的市场化汇率机制下实现

艰难转型。

双向浮动 实现汇改质变

2005 年 7 月 21 日，中国开始实施以市

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升值 2％，为 8.11∶1。此后，人民币对

美元每天在 0.3％的范围内浮动，非美元货

币 对 人 民 币 汇 率 每 天 浮 动 幅 度 在 1.5% 以

内。从此，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

逐渐形成更富弹性的汇率机制。2011 年 9

月，人民币汇率打破单边升值预期，海外无

本金交割远期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贬值。

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由单边升值转为双向

浮动，实现了汇改质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综合研究

室主任陈道富表示，对于海外人民币资产而

言，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提供了双向交易

的机会，这些资产的流动性可能增大，海外

资产的双向供需更容易达成。

今年，中国继续加大汇改力度。2012

年 4 月 16 日，中国央行宣布，将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交易价浮动区间由 5‰扩大至 1%，

同时，规定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提供当日

美元最高现汇卖出价与最低现汇买入价之

差不得超过当日汇率中间价的幅度由 1%

扩大至 2%。

这一决定被认为是汇改的重要举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对此表示，这

是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的重要一步。

“双向浮动和增大汇率弹性有利于促进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引导资源向服务业内需

部门配置，推动产业升级，减少经济对出口

的过度依赖。当汇率更多地由市场决定时，

人民币资产才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和透明性，

海 外 投 资 者 才 更 愿 意 与 中 国 企 业 洽 谈 生

意。”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如是告诉

记者。

经历转型阵痛

“但对外贸企业来说，7 年汇改受到很

大冲击。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纺织行业这

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企业经历了转型的

阵痛和成长的艰辛。”中华全国工商联纺织

服装商会高级顾问谭安告诉记者，人民币持

续 升 值 压 缩 了 中 国 纺 织 品 出 口 的 利 润 空

间。竞争力强的大企业，有一定的议价能

力，能够消化一部分损失，但中小企业损失

惨重。在汇改之初，因为没有相应的规避措

施，纺织品出口企业在人民币升值后，损失

“100 万元是常有之事”。

天津一家民营纺织企业的兴衰佐证了

这一观点。曾经财大气粗的赵老板如今已

是负债累累，虽不愿多言却依然敢言：“在

2010 年，企业好不容易从国际金融危机的

影响中走出来，却又遭遇汇改和出口退税

双 重 打 击，企 业 发 展 雪 上 加 霜，当 年 亏 损

200 多万元。因为不想让跟随自己多年的

员工失业，我依然勉强支撑。转型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最终

企业倒闭。

广东中纺进出口集团外贸部经理王立

也坦言，这几年，公司一直在进行艰难转型，

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寻求新兴市场。但

是，对于大企业而言，转型不可能在短时间

内完成。

寻找规避汇率风险新招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走势超

出了经济学家年初的预期。未来，人民币汇

率将更具弹性，双向波动的幅度也将更大，

这意味着更为复杂的贸易结算，对外贸企业

来说，是更大的风险。

为此，中国纺织企业积极寻找规避汇率

风险新招。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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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看台

为 何 钢 价 跌 跌 不 休、钢 产 量 却 居 高 不

下？为何钢企赢利低迷、钢产能却是扩张不

止？为何钢厂艰难度日、矿价却还是坚挺难

撼？这“三大问号”背后就是三大矛盾，决定

了国内钢市低迷难以在短期内得到缓解。据

钢铁资讯机构“我的钢铁”提供的最新市场报

告，就算第三季度钢价略有反弹，也难以改变

弱势运行的钢市“主基调”。

据机构监测，今年以来，房地产、机械、造

船、家电等钢铁下游行业对钢的需求增长都

在趋缓。而钢产量虽然同比增长已明显放

慢，但目前 200 万吨的日均产量水平仍然处

于高位。供与需的“冰火不平衡”，已严重压

缩了钢市的弹性调整空间，让人感觉钢市十

分迟钝，缺乏灵敏度。

最为显眼的就是低钢价与高产量之间的

矛盾。以往，这个量价关系多少还有一些调

节的对应空间。有分析师根据资料作了对

照：2010 年 4 月至 7 月，钢价下跌约 15%，产量

滞后 3 个月从 7 月开始降低，日均粗钢产量从

最高 184 万吨降低到 160 万吨；2011 年 8 月至

今年 2 月，钢价也下跌了约 15%，产量从去年

9 月开始从最高日均 199 万吨下降到 166 万

吨。之后，截至今年 7 月 19 日，螺纹钢全国均

价与 4 月高点相比下跌了 12%，但是产量的

降低迟迟没有出现，而且从现在的情势来推

断，产量大调整的时机是一拖再拖。

其次的矛盾是，钢企盈利低迷，而产能却

扩张不止。据中钢协最新数据，今年前 5 个

月，80 家全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的利润同

比下降 94%以上，销售利润率仅为 0.17%。就

算前两年，大中型钢铁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也

仅为 2.91%和 2.4%。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

钢企产能扩张的脚步却还是停不下来。据

“我的钢铁”汇总的信息，今年以来还有钢厂

的新建高炉投产，高产能加上弱势的市场，钢

铁业依靠产量调整来缓解供需矛盾的空间越

来越小。

钢价与矿价的矛盾，这是一个长期积累

的矛盾。相对于钢铁企业的“水深火热”，上

游铁矿石行业依然“日子过得很滋润”。今年

上半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同比增长 9.7%；

国内原矿产量同比增长 16%以上。再从比价

关系来看，按照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跌行情中

铁矿石价格跌幅要远大于钢价，其跌幅约为

钢价的 1.5 倍左右。但与今年的高点相比，目

前螺纹钢和热轧钢的全国均价分别下跌了

12%和 11%，而 62%品位的澳粉矿和国内唐山

铁精粉价格分别仅下跌了 14%和 11%。铁矿

石需求不减，价格相对坚挺，使得钢企降成本

的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处境更加艰难。

相关机构分析师认为，钢铁行业下游需

求的恢复估计仍将较为缓慢。虽然从今年

4 月份以来，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稳增

长”措施，对下半年的钢铁需求多少有一些

提 振 作 用，第 三 季 度 钢 价 可 能 会 有 小 幅 反

弹，但是，钢铁业供需矛盾的根本性转变不

可能在短期内实现，钢市整体弱势状态仍将

持续。 （李 荣）

截稿新闻

三大矛盾决定钢市低迷短期难解

本 期 看 点

中国成全球第二大

服务外包承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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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速 递

汇改 7年：
纺织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能力提升

本报讯 据黎巴嫩《生活报》近日报

道，近两个月来，世界石油价格从 2012

年每桶最高 128.4 美元的价位下降将近

25%，到每桶将近 100 美元的价位。

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为

了稳定世界石油价格，以沙特为首的诸

海湾产油大国从 2011 年年底起便大力

开发本国的日产油量，增加了对于世界

市场的原油供给，使世界几大石油消费

国免收高石油价格之苦。世界石油输出

组织——欧佩克也在其成员国最近一次

会议中规定，免除其各成员国日输出石

油上限，鼓励其成员国加大石油产量。

据悉，在欧佩克此前举行的会议中

决定，将继续施行无日输出石油上限标

准；而最近欧盟对于伊朗石油的禁运也

在世界石油市场上造成了一定的供给空

缺，沙特等主要产油国表示将密切关注

世界石油价格走向，将价格水平稳定在

每桶 100 美元左右。

专家表示，每桶 90 美元将是世界主

要产油国的最低价格底限，若是价格跌

破每桶 90 美元则将对产油国经济造成

打击。 （郭彩萍 宗晨）

世界石油市场展望：
每桶100美元为合理价位

艺术味十足

日用陶瓷“秀色可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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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委托经营陷困局

政府埋单成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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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海青

投资非洲：看得见的回报

躲不过的风险
详细报道见第 3 版

国际能源署称
全球经济放缓阻碍油价上升

国 际 能 源 署 近 日 发 布 报 告

称 ，全 球 经 济 放 缓 将 对 油 价 构 成

压 力 ，但“ 供 应 的 意 外 变 化 ”也 可

能 重 新 引 起 油 价 上 涨 。 此 外 ，欧

佩克组织如将日产量降至对外宣

称 的 3000 万 桶 ，将 对 石 油 市 场 造

成冲击。

欧盟对航空碳税态度松动
主动与中国商谈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局 长 李 家 祥

日 前 透 露 ，针 对 欧 盟 强 制 征 收 国

际航空碳排放费的问题，近期，欧

盟 一 些 国 家 采 取 了 协 商 的 态 度 ，

主动找到中国民航进行商谈。据

此前估计，“碳税”一旦开征后，中

国 航 空 公 司 就 将 付 出 7.4 亿 元 人

民币。

中国对澳大利亚
技术移民居多

据澳大利亚新快网报道，中国

成为澳大利亚移民的第二大来源

国。据澳大利亚联邦移民部长鲍文

介绍，目前，当地的技术移民计划主

要都是针对雇主担保、边远地区以

及高度紧缺的职位，以有助于填补

技术劳工短缺的状况。

美干旱致农产品价格上涨
豆粕价首超钢材

据国内媒体报道，美国中西部

干 旱 、高 温 天 气 上 周 继 续 助 推 大

豆、玉米等农产品价格，受此提振，

国 内 豆 类 品 种 也 领 涨 国 内 市 场 。

但是国内的工业品行情依旧惨淡，

特别是钢材持续下探新低，背道而

驰的走势使得豆粕价格首次超过

钢材。

（本报综合报道）

热烈祝贺本报法律顾问、北京

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继

明律师当选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

法专业委员会主任

记 者 近 日 获

悉，2011年全年，在

中国境内的酿造厂

总共生产啤酒约

490亿升，占全球产

量的25%。同年，

德国的啤酒产量

约 为 96 亿 升 ，位

居世界第 5 位，排

在它前面的除中

国外，还有美国、

巴 西 和 俄 罗 斯 。

据 观 察 ，在 进 口

啤 酒 中 ，中 国 消

费者对德国啤酒

的喜好程度相对

较高。

本报记者

季春红摄

盲目跟风扩建

中国展馆会议设施大而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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