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8 月 15 日下午，也就是日本战

败 67 年 纪 念 日 的 敏 感 时 间 ，日 本 冲 绳 县

警 方 和 日 本 海 上 保 安 厅 分 别 非 法 拘 捕 了

中 国 香 港 多 名 登 岛“ 保 钓”人 士 。 经 中 国

政府多次严正交涉和多方努力，日本方面

于 8 月 17 日 无 条 件 放 还 了 在 钓 鱼 岛 及 其

附近海域非法抓扣的全部 14 名中方人员

及船只。

但就在 8 月 19 日清晨，日本国会议员

和右翼团体成员 150 人赴钓鱼岛海域举行

所谓“慰灵”活动，其中 10 人强行登上钓鱼

岛，滞留两个多小时。这一非法行径严重

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当即遭到中国政府

强烈抗议。

情谊纽带——文化交流未懈怠

在这样的政治紧张形势下，8 月 16 日，

本报记者收到日本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中

心发出的邀请函，8 月 18 日，日本驻华大使

馆公使山田重夫为 2012 年第一批中国高中

生代表团访日活动（8 月 19 日至 26 日）举行

欢送会，邀请中国媒体参加。

作为“与亚洲、大洋洲及北美地区间的

青少年交流（强化情谊纽带计划）”中的重要

一环，日本外务省组织中国高中生代表团访

日，也是基于 2011 年 12 月中日首脑就《有关

中日青少年交流活动的备忘录》所达成的共

识。该备忘录就中日双方于 2012 年进一步

促进 5000 人规模的青少年交流活动达成了

一致。

记者了解到，本月上旬，应中国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的邀请，近 500 名来自日本地震

灾区的师生刚刚结束对中国为期 9 天的友

好访问。而此次中国代表团一行 250 人访

问日本，将进行学校交流、文化及环境设施

参观等活动，还将访问宫城县，考察东日本

大地震的受灾及重建情况。

如此“强化情谊纽带”的活动，本应该成

为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的主旋律，但是，

日方却上演了“命名”、“购岛”、“视察”、“垂

钓”、“登岛”等一系列闹剧，破坏了友好气

氛，一些日本政客甚至叫嚣摆脱对中国的经

济依赖，撤出对中国的投资。

撤资中国——日本自以为是

但是，现实总是给这种“自以为是”以有

力回击。

中 国 商 务 部 8 月 16 日 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由于受欧债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的影响，流入中国的海外资金正在减少。1

月 至 7 月 ，中 国 实 际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下 降

3.6%，至 666.7 亿美元，但在日元升值等因

素影响下，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依然逆

市 增 长 ，同 比 增 长 19.1% ，保 持 了 较 高 增

速。同一期间，对海外企业并购的加速使

得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52.8%。值

得注意的是，在对美国、东盟等直接投资呈

大幅增长的同时，中国对日本的投资却大

幅下降 25.7%。

从 2004 年起，中国就已取代美国成为

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日本现在有计

划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挑衅中国，对其不景

气的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8 月 19 日，中国国际商会在其官方微博

中回应指出：“日本工商界不要幻想经贸关

系可以长期脱离政治关系而存在，任由来之

不易的中日经贸合作局面为日本政治小丑

破坏。日本的工业、金融与贸易，可能在与

中国对抗中找到出路吗？日本，该学会活在

现实世界中了！”

中日经贸——着眼大局 顺势而为

面对日本右翼分子的挑衅，8 月 19 日上

午，杭州、深圳等多地发生规模不小的反日

游行活动。虽然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副所长周天勇等表示“可趁机减少对日货的

需求，利用贸易战打击日本”，但接受记者采

访的多数专家认为，日本人挑起的闹剧不应

该也并不能阻碍中日两国在经济、文化方面

的深入交流。

广 东 省 社 会 科 学 综 合 开 发 研 究 中 心

主任、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黎

友 焕 在 接 受 本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做 出 了 冷 静

客观的分析。他认为，中日两国的贸易投

资 和 金 融 合 作 越 来 越 多，谁 也 离 不 开 谁，

但 日 本 在 钓 鱼 岛 问 题 上 的 一 系 列 伤 害 中

国 人 民 感 情 的 举 动 很 有 可 能 严 重 打 击 中

日经贸关系。

“如果中日经贸关系恶化，双方都将蒙

受巨大的损害，尤其是日本经济在金融危机

和地震灾害双重打击下缓慢发展，各种建设

举步维艰。放眼全世界，日本的恢复发展主

要靠中国经济拉动，也就是说，一旦中日经

贸关系恶化，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将陷入严重

的倒退，日本受损害的程度将远远超过中

国。”黎友焕提醒说，日本政客应该考虑这种

严峻的现实局面。

对于未来形势，黎友焕认为，从近来日

俄、日韩和中日岛屿冲突的情况来考量，日

本的岛国心态和右翼主义的高涨绑架了日

本政府的行为，促使日本对外扩张心态膨

胀。在俄罗斯和韩国的强势护岛行动下，日

本似乎想在钓鱼岛问题上取得压倒性优势，

以求自我心态平衡，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

试探中国人民的底线。但是，中国人民和中

国政府的态度非常坚决，绝不容忍日本损害

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

黎友焕表示：“从各方面的情况来判断，

日本未来抢岛行为将多样化，也将时有发

生，甚至在某些时候将引发紧张对峙局面，

打击中日经贸关系。可以说，短期内，钓鱼

岛问题演化成为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

长远来看，钓鱼岛问题完全解决必有一战，

中国政府和各类企业应该早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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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看台

欧盟经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经济与第一季度环

比萎缩了 0.2%，同比则萎缩 0.4%。同时，

由于出口增幅明显，6 月份，欧元区贸易

盈余大幅走高至 149 亿欧元，创 1999 年有

此项记录以来的新高。其中，进口增长停

滞，进口额为 1475 亿欧元，与 5 月进口额

环比持平，而此前 3 个月，欧元区进口额

连续下跌。

随着欧债危机的持续恶化和升级，欧

元区经济复苏更具不确定性，对欧盟从中

国进口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而中国 7 月

的进出口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进出口数

据显示，7 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 1%，进口

增长 4.7%。今年的出口增速再度降至谷

底，仅高于 1 月份的负增长。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对此表示，7

月份出现外贸增速特别是出口增速的急剧

回落，主要是当月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大幅

度下降所致。

数据显示，7 月当月，中国对欧盟出口

额 为 293.7 亿 美 元 ，下 降 了 16.6% 。 而 同

期，中国对欧盟以外的其他地区出口平均

增速仍然在 5.5%左右。欧债危机在导致

欧洲经济陷入衰退的同时，直接使欧洲各

国的进口需求急剧减少，包括中国在内的

新兴经济体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从数据上来看，2010 年 5 月，希腊主权

债务危机爆发，经过半年左右的传导，中欧

贸易自 2011 年开始受到影响，主要表现为

中国对欧出口增速下滑。2010 年，中国对

欧出口增长 31.8%，比中国整体出口增速

高 0.5 个百分点。2011 年，中国对欧出口

增长 14.4%，比中国整体出口增速低 5.9 个

百分点。

目前，欧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

场，中国对欧盟出口占整个出口的比重接

近 20%。沈丹阳坦言，欧盟是中国最大的

贸易伙伴，今年以来，中国和欧盟的贸易额

严重下降，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出口总体增

速的第一位因素。

今年 1 月至 7 月，中国对欧盟出口同比

下降 3.6%。沈丹阳解释说，这意味着对欧

盟的出口增速比总体出口增速低 11.4%，

而这一缺口影响了中国近 1300 亿美元的

出口额。

沈丹阳表示，受欧债危机持续升级、全

球经济复苏乏力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可以

预计，下半年，中国外贸形势将更加严峻。

截稿新闻

中国对欧盟出口大幅下降 下半年外贸形势更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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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争端考验中日经贸大局

中国黄金企业
洽购海外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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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洪艳

礼品行业面临大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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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取代美国成为

世界第一风电大国

根据国家电网最新数据，截至目前，中

国并网风电达到 5258 万千瓦。其中，国家

电网调度范围并网风电达到 5026 万千瓦，

6 年年均增长 87%；2011 年，风电发电量为

706 亿千瓦时，年均增长 96%。中国已取代

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风电大国。

肯尼亚对人民币需求

不断上升

由于中肯双边贸易投资合作不断增

长，肯尼亚市场对人民币需求上升，当地各

大银行加强与有关金融机构合作，以便利

肯先令兑人民币直接交易。花旗（肯尼亚）

银行、非洲银行及非洲商业银行、肯尼亚公

平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与中方银行签署相

关协议。

中印送走“黄金热”

全球央行黄金增持量创3年新高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黄金消费国的中

国和印度，如今对黄金消费需求双双下降，

造成世界黄金总需求减缓。世界黄金协会

日前发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称，2012 年

第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总量为 990 吨，同

比下降 7%。不过，第二季度，各国央行和

官方机构对黄金的需求加速，黄金储备增

加了 157.5 吨，这是自 2009 年第二季度以

来官方机构最大单季净购买量。

国内多地民间借贷市场

明显降温

去年温州爆发民间借贷危机前，民间

借贷市场到处是一派“繁荣”的疯狂现象，

民间利率也不断攀升。而今年以来情况逆

转，在民间融资活跃的温州，无论是借贷量

还是借贷利率都呈下滑趋势，而广州、鄂尔

多斯等地也同样如此。业内人士指出，由

于民间借贷的参与者对经济环境的变化比

较敏感，其行为有一定的羊群效应，在扩张

和冷却两方面都容易走极端。此前，民间

借贷虽然快速扩张，但却不可持续。

（本报综合报道）

■ 本报记者 毛 雯

本报讯（记者 静安）日前，总部位于

加拿大多伦多的全球最大黄金生产商巴

里克黄金公司宣布，正在与中国黄金集

团（以下简称中国黄金）洽谈出售其在非

洲公司的股权。据业内估算，如果收购

价格为在 8 月 16 日收盘价基础上溢价

40%，中国黄金收购巴里克非洲全部股

份需 24 亿英镑（合约 37.8 亿美元）。如

果谈判取得成功，那么，中国黄金集团公

司将成为最新一家展开海外扩张的国内

黄金企业。

巴里克黄金公司称，目前，正在就出

售其持有的非洲巴里克黄金公司的全部

或部分股权与中国黄金集团展开谈判，

谈判处于初步阶段，尚不能确定双方最

终是否会达成出售协议。而截至记者发

稿，中国黄金还未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

相关信息。

媒体报道称，一向对海外投资浅尝

辄止的中国黄金企业，近期突然借金价

下跌的时机向国际大型金矿发力，有意

布局海外金矿的不止中国黄金。

本月初，国内黄金巨头紫金矿业宣

布控股澳大利亚上市公司诺顿金田，这

也是中国企业首次成功接管在产大型海

外金矿。

对于接连谋划国际收购的举动，有

业内专家指出，通过并购，可使中国黄金

公司熟悉国际矿业市场游戏规则、借鉴

国际同业先进经验、提升自身技术与管

理水平，同时，对于发现国际矿业人才等

也将起重要作用。

8 月 20 日，一 名 农

业种植大户在江苏洪泽

境内采摘芡实。记者了

解到，兼具食、药两种功

能的芡实，近年来在该

县得到规模发展，并形

成 产 供 销 产 业 链 条 体

系，产品远销韩国、日本

等国，以及福建、广州等

经济发达地区。据悉，

目 前,芡 实 源 头 采 购 价

已经突破每公斤 140 至

180 元 ，而 在 终 端 市 场

消费中，2011 年最高价

位 达 到 每 公 斤 230 元。

粗略统计数据显示，仅

该县的仁和镇种植面积

就达到万余亩，按亩产

30 公斤计算，年产值为

4200 万元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迎接会奖旅游

你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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