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8 月 24 日是中韩两国建交 20 周

年纪念日。自建交以来，两国各领域友好合

作不断深化，成果丰硕，经贸合作更是突飞

猛进，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两国企业界

和经济界的交流与合作也成为联系中韩友

谊的重要纽带。

近日，为庆祝中韩建交 20 周年，由中

国 贸 促 会 和 韩 国 大 韩 商 工 会 议 所 共 同 举

办的纪念中韩建交 20 周年暨中韩经济界

领导人会议在京举行。会上，两国经济界

人 士 就 进 一 步 扩 大 两 国 经 贸 合 作 进 行 了

交流和探讨，希望在节能环保、生物技术、

信 息 通 信 等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领 域 加 强 合

作，开 拓 全 球 市 场，推 动 两 国 经 贸 关系进

一步升级。

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

提、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韩国大韩商工

会议所会长孙京植、韩国驻华大使李揆亨出

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表示，中韩两

国积极利用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使两国经

贸关系持续发展、不断扩大。双方要从战略

高度重视中韩经济合作的意义，不断拓宽合

作领域，谋求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据了解，20年来，中韩双边贸易快速发展，

贸易额从 1992 年的 50 亿美元跃升至 2011 年

的 2000 多亿美元，增长了 40 多倍。中国已超

过日本、美国，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与

此同时，两国在投资、人员交流等方面也发展

迅速。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贸易保护主

义持续升温，国际市场竞争也愈加激烈，在

这种大背景下，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更好地促进中韩经贸合作，为东亚和世界经

济繁荣稳定作出贡献值得我们进行广泛和

深入探讨。”万季飞指出，除了继续加强传统

领域的合作外，中韩企业应该在绿色产业、

高科技产业、服务贸易等方面加强合作，努

力扩大合作规模，充实合作内容。

孙京植也表示，中韩两国地缘相近、人

缘相亲，合作源远流长，两国企业应该继续

拓展在流通、金融、物流等领域的合作，深入

探讨两国在新兴领域、朝阳产业上的发展方

向，促进两国共同发展。

事实上，经过多年的合作，中韩两国人

员往来更加频繁，经贸合作进一步加强，共

同利益的纽带联系日趋紧密。而中韩自由

贸易协定（FTA）谈判已于今年 5 月启动，这

些都将有益于两国继续扩大经贸合作领域、

增加贸易额。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在服务

业领域、金融领域，韩国对华投资剧增，但发

展空间依然很大。随着中国消费者收入水

平不断提高，他们对教育和休闲旅游方面的

需求也将不断攀升，这两个领域也是未来继

续扩大合作的方向。”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

究院副院长金尚谦说，“中国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韩国的新增长动力产业都存在重复

建设现象，两国也都面临着资源、能源不足

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在节能领域、绿

色经济领域以及一些新兴产业上，两国企业

都可以探讨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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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看台

■ 本报记者 杨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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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企拓展海外市场
猎食资源

日元持续高企正促使日本公司发动

新一轮海外投资和并购浪潮，不同于以

往的是，日企这一轮的收购目标更明确

地集中在天然气、石油以及矿产等日本

最渴求的自然资源上。此外，日本本土

人口老龄化也导致内需持续下降，成为

日企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一大诱因。

西澳羊毛业
急招外援补空缺

适逢煤炭业蓬勃发展，澳大利亚羊

毛业首当其冲，大批员工争相离去。 近

日，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将羊毛业中的剪

羊毛员、羊毛分级员和羊毛处理员 3 个

职位加入到西澳专门职业清单中，意味

着这个挣扎中的行业不得不依赖政府支

援并招募海外员工填补其职位空缺。

北京海关启动
无纸化通关试点

近日，北京海关正式启动无纸化通

关试点，包括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富士康等在内的 6 家符合要求的

高资信企业成为首批受益者，通关时间

将大幅缩短。据悉，此次全国共有 12 个

海关启动了试点工作。海关总署计划在

2015 年实现在全国海关对全部进出口

货物实现通关作业无纸化。

中国进出口总额
10年来增长4.9倍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了《对外开放

实现跨越式发展》报告。报告公布的数

据显示，2011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为 36421 亿美元，比 2002 年增长 4.9 倍。

其 中，出 口 总 额 为 18986 亿 美 元，增 长

4.8 倍；进口总额为 17435 亿美元，增长

4.9 倍。2003 年至 2011 年，货物进出口

贸易年均增长 21.7%。

欧洲买方致损案件
数量上升

受欧债危机影响，欧洲买方的付款能

力及意愿明显下降，导致中国企业出口的

风险加剧。今年以来，欧洲买方致损案件

已占全球报损案件数量的四成。最近，大

连一家水产品出口企业在 3个月内连续向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辽宁分公司通报

了 3 宗意大利买方拖欠及拒收案件，涉及

金额达 84万美元。时间之短、出口商和国

别之集中，在近年来很少见。

（本报综合报道）

中国经济区域版图悄然生变

近年来，中国经济开始了漫长的调整

与转型。从宏观角度来看，这种转型涉及

技术与空间两个维度：技术上，升级换代；

空间上，梯度转移。体现在实践方面，便是

东部地区的腾笼换鸟，以及中西部地区借

承接产业转移，实施“中部崛起”战略。

中部留住了打工者的脚步

目 前 来 看 ，技 术 的 升 级 换 代 还 存 在

不 确 定 性 ，但 空 间 上 的 梯 度 转 移 已 初 见

效果。

来 自 四 川 省 劳 务 部 门 的 数 据 显 示 ，

2012 年上半年，四川转移农村劳动力 2100

万人，其中省内转移 1091 万人，历史上首次

超过向省外输出的规模。这是农村劳动力

转移发生重大变化的信号。

事实上，四川省并不是体现转型趋势

的孤例。早在 2011 年，另一个传统劳务输

出大省河南省，便已出现类似的情况。统

计显示，2011 年，河南农村劳动力累计转移

2450 多万人，其中省内转移达 1360 万人，超

过省外就业人数 260 多万人，省内就业人数

首次超过省外。多年来，河南、四川两省的

劳务输出各占全国规模的 1/10。

更多的迹象显示，从东部到中西部的

产业与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大格局，在中国

已经逐步成型。比如，以富士康为首的劳

动密集型企业西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内，这类企业多活跃于东部沿海地区，确立

了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的优势。

但 随 着 劳 动 力 成 本 上 升 与 人 民 币 升

值，这些对成本较为敏感的企业纷纷西拓：

2009 年，富士康与成都市正式签约；次年，

入驻河南，从谈判到签约仅用时 1 个月，从

入驻到第一个项目投产又是 1 个月，被誉为

“河南速度”；而在另一个中西部重镇重庆，

惠普、宏 与华硕等龙头厂商的落地使得

该市的经济发展发生质变。

出口数据说话分量大

出口数据的变化可能更能反映这种趋

势。在东部地区出口普遍疲软的情况下，

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最

新数据显示，1 月至 7 月，传统的出口大省

广东出口同比仅增长 6.2%，同期，江苏、浙

江和上海分别增长 2.7%、3.4%与 0.6%；相比

之下，重庆的出口增速达到惊人的 2.1 倍，

河南、四川和江西的出口增速也分别达到

75.5%、56.9%和 51.3%。

而且我们还可以预见到，这种区域性

的经济转型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经济

增长的西强东弱也将成为常态。这也意味

着，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将面临不同的政

策选择。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劳动力成本优势

不再，要求这部分地区的产业向附加值更

高的高端制造业与第三产业转型，这在技

术上可能会存在一定难度。

对中西部地区来说，任务相对简单和

确定一些：承接东部省份的产业转移，利用

中国经济的纵深实现制造业的跨越式发

展，将成为中西部省份的不二选择。需要

注意的是，中西部地区在求发展的同时，应

竭力避免重走东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

的老路。考虑到中西部的生态环境较东部

更为脆弱，原有的破坏性发展模式显然更

不可取。

综合各方面信息来看，中国经济的区

域版图已开始改变。从经济增速来看，西

高东低成为经济发展新现象。考虑到经济

体量上的差别，东部地区的减速将对中国

宏观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但只要坚持转

型，坚持结构调整，这种影响将逐步随着中

部的崛起与东部的升级弱化。

（作者系安邦咨询研究员）

■ 刘 枭

小家电惠民活动预热市场
详细报道见第 6 版

8 月 23 日是被民间视为“中国情人节”的七夕节，这一传统佳

节如今正成为有情人表达爱恋之心的佳期。作为向情侣表达爱

意的礼物，金饰、珠宝成了这个节日期间最热门的商品。某商场

珠宝首饰部销售经理表示，今年七夕节的珠宝销量将再次创造

节日销量记录。

（张 童）

金融机构不得向
高耗能项目发放贷款

本报讯“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

挑战与机遇并存。国务院日前印发《节

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称，金融机构一律

不得向违规在建或已建成的高耗能、高

排放项目发放贷款，并将严格控制相关

产品出口。

规划要求，要继续抑制高耗能、高排

放行业过快增长，其中包括合理控制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和火电、钢铁、水泥、造

纸、印染等重点行业发展规模，提高新建

项目节能环保准入门槛等。

“ 对违规在建的高耗能、高排放项

目，有关部门要责令停止建设，金融机构

一律不得发放贷款。”规划明确称。

而对于违规建成的项目，要责令停

止生产，金融机构一律不得发放流动资

金贷款，并要停止供电供水。同时，还要

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

出口。

规划还称，未来要积极发展水电、有

序发展核电；对电力、钢铁、造纸和印染

行业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对新建、

扩建项目实施排污量等量或减量置换。

为淘汰落后产能，规划要求重点淘

汰小火电 2000 万千瓦、炼铁产能 4800 万

吨、炼钢产能 4800 万吨、水泥产能 3.7 亿

吨、焦炭产能 4200 万吨、造纸产能 1500

万吨等。

财政部 5 月底时宣布，中央财政将在

今年投入 1700 亿元人民币推进节能减排

工作，进一步发展绿色经济。 （京 灿）

吴阎斗气升级

恐伤雷士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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