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三分之二的土地正经受中度或极

端干旱，全球可能面临一场粮食危机。

7 月 26 日，美国干旱监测署的一份报

告 警 告 称 ，美 国 数 十 年 来 最 严 重 的 旱 情

正 在 进 一 步 恶 化 ，没 有 缓 解 的 迹 象 。 该

报 告 显 示，受 旱 情 影 响，国 际 玉 米 价 格 已

从 5.1 美 元/蒲 式 耳 上 涨 至 阶 段 高 点 8 美

元/蒲 式 耳，而 大 豆 期 货 价 格 在 一 个 月 内

急升逾五成。

但英国巴克莱资本公司近日称，即使全

球粮价再上涨 20%至 40%，也几乎没有迹象

显 示 短 期 内 中 国 将 发 生 较 大 规 模 的 食 品

危机。这主要是因为最近粮食价格大涨是

受到供应而不是需求的推动，同时能够导致

中国出现周期性通胀的因素已在 2012 年得

到有力的控制。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跨国粮商正加紧

在中国粮食领域全面布局，从中原抢购小麦

到南方高价收谷，再到运用低价策略冲击国

内中小粮企，快速形成扩张之势，威胁中国

粮食安全。

美国干旱被指有炒作嫌疑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谷物出口国，虽然旱

情是事实，但美国金融机构如此大肆宣扬被

指有炒作嫌疑，因为类似的事情早有先例。

众所周知，美国对粮食期货价格的干预

由来已久。由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

和巴克莱银行设立的指数基金早已操纵粮

食 市 场 。 在 2008 年 ，该 指 数 基 金 控 制 了

48.2% 的 大 麦 产 量 、30.8% 的 大 豆 产 量 和

19.1%的小麦产量，导致当年粮食价格狂涨，

引发全球性饥荒。

借干旱之名炒作玉米大豆价格，美国无

疑将有利可图。作为粮食出口大国，美国可

以赢得出口价提高的回报，而期货市场的投

机资金也同样可赚得盘满钵满。

中国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对于

本轮美国干旱以及造成的国际大宗粮食价格

上涨，更多的是国际炒家的一种阴谋。中国今

年即使减产20％，国内粮食供应依然充裕。”

中国粮食价格没有攀升

到目前为止，尚无迹象表明粮价上涨对

中国造成了压力。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不像其

他许多新兴市场那样容易受国际粮食市场

的影响。对中国的粮食市场来说，大米和

小麦是两种最重要的作物。巴克莱资本公

司的观点是：中国的小麦和大米能够实现

自给自足。从目前来看，今年夏季中国将

实现大丰收。

记者在北京的采访也佐证了这一论点。

7 月 28 日，记者来到北京顺鑫石门农产

品批发市场，这是北京唯一由上市公司控股

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北京荣发利达粮油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是石门市场规模最大的粮

油批发公司，该公司总经理徐开华从事粮油

批发已经 20 多年了，他非常肯定地告诉记

者：“杂粮价格没涨，而且面粉从春节后一直

还在降价，现在价格比较稳定。只有特级大

米涨价了，从今年 3 月份的每公斤 5 元涨到

现价每公斤 5.48 元，但这是一点一点升上来

的，消费者很容易接受，不是美国干旱引发

的结果。”

徐开华回忆说：“2008 年，全球粮食危

机重演。世界粮食市场价格逐月攀升，当时

世界小麦价格较上一年上涨超过 40%，大米

价格翻番，玉米价格急剧震荡。同时，中国

北方遭遇特大干旱，南方发生冰冻和雪灾

害，中国粮食价格波动很大，但中国由于粮

食连续 5 年增产，储备充足，并且当时实施

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平抑了价格波动，中国

粮价迅速下降。”

徐开华很高兴地说：“这些年来，中国在

稳定粮价方面，学到了很多，所采取的措施

非常见效。”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丁声俊研究员

也曾表示，中国的粮食储备充裕，占当年全

国粮食消费总量的比例超过 35%，远高于联

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 17%至 18%的粮食安

全线。同时，中国一直保持较高的粮食自给

率，始终在 95%以上。尤其是，除大豆以外，

中国的谷物进口量减少，出口量增加。目

前，中国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市场行情稳定，

粮食安全有保障。 （下转第2版）

出版单位：中国贸易报社 社长、总编辑：范培康 副总编辑：张伟勋 牛方礼 报社总机：95013812345 总编室：010-64671065 邮箱：baoshe＠ccpit.org 零 售 价：1.60元
本报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静安西街 2号 邮政编码：100028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 0014号 广告热线：010－64671063 发行热线：010-64667277 印刷：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全年定价：160元

贸易推广的专业媒体平台

主管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 12A56（总第4067期） 2012年7月31日 星期二 周四刊 今日十六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5 国外代号：D1110 邮发代号：1－79 中国贸易新闻网：www.chinatradenews.com.cn

本期关注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 北 京 市 炜 衡 律 师 事 务 所
■ 赵 继 明 赵 继 云 律 师
■ 电 话 ：010-62684388

编辑：徐 淼 联系电话：95013812345-1024

制版：何 欣 E-mail:myyaowen@163.com

三言二拍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刊登题为

《中国制造业终结和美国工业复兴》的文章，

大谈美国终将因先进制造业而重获优势地

位，含沙射影地贬损中国面临制造业泡沫，对

“中国制造”指指点点。

《福布斯》刊登的这类文章已有不少，个

别美国议员甚至小题大做，嚷嚷着要把贴有

“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堆在一起烧掉。政府

大肆宣扬“美国制造”也好，媒体跟风炒作也

罢，恰恰体现出美国国内对“美国制造”的群

体性焦虑，甚至是茫然和不自信。

美国经济长期重金融而轻实业，从而造

成失衡。奥巴马政府曾多次表示要重振制造

业，提出“增加生产和出口，降低金融比例，增

加就业”的发展目标。这其中，已可以看到政

府对当前“美国制造”不振的忧虑。

这两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部分回

流，除海外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原因外，还有汇

率变动、海外能源运输价格攀升等临时性和

偶然性因素。

说到底，美国制造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人才问题，这才是焦虑症的真正“病灶”。美

国制造业外移绝不仅因国外劳动力廉价，苹

果公司高管自己都承认，外国工人的灵活、勤

劳与工业技能，都大大超越美国同行。

然而，对人才问题的忧虑却被“美国制

造 业 又 回 来 了”的 声 音 淹 没 。 德 勤 咨 询 公

司去年 10 月调查显示，美国制造业有 60 万

岗 位 无 人 填 补，因 企 业 找 不 到 有 合 适 技 能

的工人。

新技术发展需要掌握新知识的人才，而

要发展先进制造业，绕不过人才这一关。新

型复合材料层出不穷，3D 打印技术令制造程

序发生改变，这要求更多的熟练员工掌握复

杂的新制造程序。难怪《华盛顿邮报》曾发文

疾呼，要重振美国制造业，不能眼高手低。

遗憾的是，美国《福布斯》所登文章，尽管

看到了美国需要借先进制造业重获优势地

位，却 对 最 为 关 键 的 人 才 培 养 问 题 只 字 不

提。此外，该文潜台词是，未来先进制造业才

是制造业，从事中低端制造的就不是制造业，

只能是“泡沫”。

一味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未必就能真的

实现自我提升。“美国制造”的确具有不少优

势，但也面临不少挑战。如果对太多显而易

见的挑战视而不见，任凭少数政客一味作秀、

媒体炒作起哄，“美国制造”的焦虑症恐怕还

将持续相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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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犯眼高手低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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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钢铁原料
价格下降

据《日 本 经 济 新 闻》报 道 ，由

于 中 国 钢 铁 需 求 下 降 ，作 为 钢 铁

原 料 的 世 界 铁 矿 石 、焦 煤 的 价 格

出现下降。

德国上周
连中穆迪两枪

上周，德国连续两次被国际评

级机构穆迪警告。媒体评论称，尽管

德国经济形势和金融稳定性优于其

他欧盟国家，但在西班牙等欧元区

核心国家相继被拖下水后，德国的

银行业和工业也面临着高度风险。

欧元汇价持续走跌
西班牙华商处境艰难

面对目前仍没有一丝曙光的欧

债危机，不少旅西华商们都叫苦不

迭，甚至萌发了转行的念头。据悉，

由于欧元已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

位，许多从事贸易批发的华商为了

减少损失，在近期已经减少了从中

国的进货量，甚至停止进货。

配额紧缩
国内进口棉大量积压

最新的价格信息显示，国内新

疆 棉 每 吨 价 格 要 高 出 进 口 棉 花

4600 元左右。巨大的价差吸引了

大批贸易商囤积进口棉试图转售国

内获利，然而棉花进口配额却把他

们挡在了门外。目前，在青岛保税

区仓库，进口棉花已经堆积如山，棉

花进口配额价格也随着水涨船高。

泰国珠宝出口转向
侧重中印俄

据泰国《世界日报》报道，泰国

珠宝出口市场转向侧重中国、印度

及俄罗斯，取代美国和欧元区等原

有的重要出口市场。报道称，受到

经济危机影响，两大原有市场的价

值大幅缩水 50%，但亚洲特别是缅

甸、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东盟

市场的需求却大幅增长。

（本报综合报道）

■ 杨 骏

泰国大米出口商协会日前承认，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价格优势，今年上半年，泰国大米出口不敌印度和越南。从全年预测来

看，泰国将出口大米 650 万吨，较去年的 1065 万吨缩水近 40％。今年，泰国大米出口也难以超越印度和越南这两个竞争对手。这是近

半个世纪以来泰国首次失去全球最大大米出口国地位。 （黎 藜）

本报讯 日前，有报道称，国家外汇

管理局已经承诺，将对黑石集团管理的

房地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 5 亿美元

的投资。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里，第二次传出

外汇局出手投资的消息。此前也有消息

称，外汇局已经同意购买美国汽车制造

商通用汽车（GM）旗下养老金当前所持

有的投资资产。

外汇局管理着中国庞大的 3.2 万亿

美元的外汇储备，而这一资产规模还不

断呈现着增长趋势。“当前中国大部分的

外汇储备都投向了美国国债，虽然说美

国国债的安全性较高，但是收益率却很

低。尤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国

债的收益率更是不断走低，导致中国的

外汇储备出现损失，因此实现外汇储备

投资的多元化是必然之举。”一位银行业

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而私募股权领域

正是外汇局当前努力想有所突破的。”

然而，外汇局从几年前开始投资私

募股权领域以来，结局都不理想。

“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确令国际投

资环境急剧恶化，这是客观存在的，不仅

是 中 投，其 他 国 家 的 主 权 财 富 基 金 在

2011 年的业绩普遍出现了下滑。”上述

分析人士进而指出，“相较于淡马锡这样

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中投无论是在经

验、能力，还是在人才储备方面都存在一

定的差距。中国资本的海外投资尤其是

金融领域的海外投资刚刚起步，需要摸

着石头过河。” （付碧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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