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闭幕的第 23 届中美商贸联委会达成

各类成果和共识 50 余项。美方重申欢迎中国

企业赴美投资并继续推动放宽对部分军民两

用物项的管控，中方则表示进一步加强执行

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值得关注的是，中国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会议期间明确要求美

国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政治背景审查。

美国总统奥巴马其实心里非常清楚，美

国经济要想实现强劲复苏，离开中国的支持，

那只能是一句空话。在金融层面，中国是美

国目前的最大债权国，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

政策需要中国的理解与支持；在实业层面，促

进就业与出口倍增，没有中国市场的强劲需

求，美国制造业不可能获得强劲动力。然而，

傲慢与偏见，却让美国政治家在对待中美经

贸问题上裹足不前，甚至倒行逆施，严重阻碍

了中美经贸的良性互动发展。

远的像轮胎特保案，奥巴马的“保胎”措施

在严重伤害中国轮胎企业的同时，并没有给美

国企业带来实质性利好。而今年以来，美国多

次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控告，并对中国

的太阳能电池和风塔等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

关税。中国企业在美遭受“双反”调查，已然成

了“家常便饭”。更可笑的是，除了“双反”，政治

审查成为美国政府“迫害”中国在美企业的新

武器，很多中国企业真是“躺着中枪”。

一方面急切地希望推动中美经贸，另一

方面又人为设限，处处发难，美国政治家左右

手互搏的矛盾心态，根源在于冷战思维。苏

联分崩离析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

国，独孤求败的失落感，使其急于找到一个假

想敌，中国于是成了“替罪羊”。

在对外贸易上，美国不仅严禁对华出口武

器，甚至对一些高科技产品也明令禁止对华出

口，同时还拉拢盟友一起对华封锁。孰不知，随

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国国内13亿人口的庞

大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超级引擎，而且中国

市场对高科技含量产品的需求激增，市场极大，

苹果系列产品风靡华夏就是一个明证。

在对内引资上，美国政治家已经染上了

“重度狂想症”，对有意投资美国的中国企业，

一律戴上“有色眼镜”，严加盘查。对卖信息

产品的严加盘查，声称中国企业可能窃取美

国国家核心机密；对买美国石油的严加盘查，

声称中国企业可能危及美国国家能源安全；

即使是投资风力发电项目，那也要严加盘查，

理由是这个项目离美国军事基地很近。

扩大就业，出口倍增，这是美国总统奥巴

马“实业救国”的政治抱负，但美国要想扩大

就业，要想出口倍增，要想重振美国制造业，

就必须拿出诚意和实际行动，切实推动中美

经贸，而当前推动中美经贸，绕不过的坎儿就

是，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禁令和对中国企业

的离奇政治审查。其实只需要放开高科技产

品对华出口禁令，放弃对中国企业投资美国

的政治设限，美国经济的很多内生问题就能

迎刃而解。如果仍然死守着冷战思维和零和

思维，那只能让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抱着“金

饭碗”讨饭，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发达国家的企

业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

美对华经贸急需摈弃冷战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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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日贸易暗淡收官

■ 国 金

本期关注

日本新任驻华大使
抵京“破冰”

新 闻 速 递

年终总结第七波：

2012年，跨国公司行走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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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毫无悬念，日本自民党总

裁安倍晋三于 12 月 26 日正式接任日本

首相，新一任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成

为备受瞩目的焦点，“改善”、“修复”、“拉

紧”……外媒纷纷用这些词语猜测新任

日本驻华大使的任务。12 月 25 日，在新

任日本国驻华大使木寺昌人抵达北京后

的首场媒体记者会上，木寺昌人表示，来

到中国后的第一任务就是改善中日关

系，让中日经济关系回暖。作为大使，他

会活跃在中国各地，尽可能地与中国各

界人士接触，传达中日友好的信号。

木寺昌人在履新致辞中表示，隔海

相邻的中日两国，有着数千年的交流历

史。特别是自 1972 年邦交正常化至今，

年贸易总额由当初的约 11 亿美元增加

到了约 3000 亿美元，年人员往来由约 1

万人次增加到了约 500 万人次，中日关

系取得了飞跃发展。

“我们有必要时常想起，在奠定这一

发展基础过程中包含着为两国关系发展

而倾注心血的前辈们所付出的巨大努

力。据悉，现在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已

经超过 2 万家，在华直接或间接地创造

了 1000 多万个就业机会。在中国第一

线的日方员工与中方员工每天一起工

作，这恰恰成为联系中日两国国民间的

纽带，我对此深表敬意。”木寺昌人表示，

为了改善中日关系，为了扭转中日民众

在彼此心目中的印象，希望可以扩大各

种层面上的交流活动，来加深两国间的

友谊及相互理解，特别是考虑到将来的

中日关系，会尤其重视中日年轻人间的

交流活动。 （欣 华）

顶尖人才年底为何接连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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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主张日元贬值促出口

即 将 上 任 的 日 本 首 相 安 倍 晋

三表示，日本必须通过使日元贬值

来抵抗其他国家政府让本币贬值

的 行 为 ，对 于 包 括 出 口 商 、进 口

商、银行以及韩国、美国等国际贸

易伙伴在内的各方而言，只有 1 美

元兑 90 日元左右的汇率水平才能

支撑日本出口商的利润。市场观

察人士警告称，这有可能演变为全

球汇率战。

中石油拟购伊拉克油田

据路透社报道，中石油在埃克

森美孚标售伊拉克西古尔纳一号

油田权益案中处于领先地位。如

果 中 方 能 取 得 日 均 产 量 达 40 万

桶、有 87 亿桶石油储备的该油田，

在伊拉克已开采的油田中，授予外

资 的 服 务 合 约 将 有 32% 属 于 中 资

企业，中石油乃至中国，都将增强

在伊拉克石油开发市场的影响力。

微软或再遭欧盟重罚

欧盟反垄断专员日前表示，由

于微软未能遵守此前的和解协议，

提供除 IE 浏览器之外的不同产品

供用户选择，该公司明年初可能遭

到欧盟最高达年营收 10%的罚款。

根据微软 2012 年中期财报，罚金上

限高达 74 亿美元。而且，微软遭欧

盟判巨额罚款已不是第一次。

中投拟竞购黑石伦敦商业物业

据 外 电 报 道 ，包 括 中 国 主 权

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在 内 的 3 家 亚 洲 投 资 者 正 在 竞 购

黑 石 集 团 一 处 8 亿 英 镑 的 伦 敦 办

公园区。这将成为金融危机以来

英国价值最高的房产交易。

加拿大拟取消中国普惠制待遇

加 拿 大 财 政 部 长 近 日 宣 布 将

于 2013 年 对 其 普 惠 制 进 行 审 议，

拟 从 2014 年 7 月 1 日 开 始 取 消 给

予 中 国 等 贸 易 伙 伴 的 普 惠 制 待

遇。其他拟被取消普惠制的还有

中 国 香 港、中 国 澳 门、印 度、俄 罗

斯、墨西哥等 72 个贸易伙伴。

（本报综合报道）

财 政 部 近 日 宣 布，从 2013 年 1 月 1 日

起，中国将有 780 多种进口商品实施低于最

惠国税率的年度进口暂定税率。调整后，中

国进出口税目总数将由 2012 年的 8194 个增

至 8238 个。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指出，中国明年将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

构性减税政策，降低能源、资源、原材料等产

品的进口关税，对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

件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关税。

目前，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

连续 20 年利用外资数额居于发展中国家首

位，但今年，中国进口增速下滑。12 月 10

日，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11 月，中国进口总值为 16503.7 亿美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 4.1%；贸易顺差为 1995.4 亿

美元。而与之相对的数据是，2011 年全年，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仅为 1551 亿美元。

“这些数据表明，降低进口关税成为必然

趋势。这是因为，调整进口关税能够扩大进

口，平衡中国对外贸易。”中国汽车后市场联

合会秘书长路志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正在

加快推进，市场潜力巨大，调整进口关税对明

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将起到积极作用。

扩大内需 促进口商品消费

财政部称，部分调整进口商品关税，是

为了积极增加进口，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及消

费需求。

“事实上，中国一直在下调进口关税。

比如进口汽车，从 1986 年最高 220%的关税

下调至 25%。而此次降税涉及到的汽车零

部件，一直是中国汽车制造业的软肋，降税

能让汽车企业受益，将有更多本土汽车企业

改 用 进 口 零 部 件，从 而 促 进 消 费，扩 大 内

需。”路志光说。

在商务部研究院消费与流通所副研究

员陈丽芬看来，关税调整有利于创造需求、

促进消费，因为高关税使相当一部分进口商

品消费需求外流。关税降低了，会在很大程

度上促进相关产品的国内消费。

中国电子商会副秘书长陆刃波坦言，调

低关税主要影响最终零售环节。降低进口

关税将缩小进口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

与国外价格的差距，从而降低国外代购的比

例，让更多的消费留在国内。

分析人士称，明年的关税调整策略凸显

出中国政府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的调控导向。此外，进口商品关

税大幅降低也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推动进

出口贸易平衡发展。

对海外投资企业是利好

关税调整，不仅有利于促进消费，而且对

鼓励中资企业“走出去”也同样是利好。

12 月 17 日，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前 11 个月，中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

接投资 62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特别是

对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投资增长相当显

著。但同期，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萎缩。

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研究员梅新育认为，海外投资企业的部分产

品势必要在国内市场销售。进口关税调整

对海外投资企业是个利好，并从政策层面上

间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是因为，关

税降低，将令进口商品中来自海外中资企业

的产品越来越多。

进口关税仍有下调空间

众所周知，关税占中国税收总收入的比

例已经越来越小。

路志光认为，进口关税有望继续下调。

中国目前不需要用关税来保护落后产业和

落后产品，相反需要更多的进口商品来改变

经济结构，提振国内消费。

仅以羽绒为例，就可窥见一斑。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羽绒及制品的生

产国和出口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中国羽

绒制品已占国际市场 80%的份额。

目前，中国进口羽毛原料需征收10%的进

口关税和 13%的增值税。这些税负导致中国

进口羽毛原料成本提高，造成羽绒制品出口竞

争力下降，订单和利润减少。与此同时，中国

进口羽毛原料的国家及地区有美国、韩国、越

南、东南亚及中国台湾地区，而这些国家及地

区对羽毛原料的进口都实行零关税待遇。

此次调整 780 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包

括填充用羽毛、羽绒进口关税税率将由 10%

降至 5%。

对此，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理事长姚小蔓

表示，中国进口关税的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

比还是高，今后有继续降低的空间和潜力，

羽绒业更期待进口零关税。

关税调整在即 扩大内需乃重中之重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日前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10 月份全球

贸易量增长 0.4%，连续第二个月上升，显示全球经济正在加速增

长。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表示，贸易量的增长受到发展中经济体

的驱动。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增长迅速，但发达经济体的进口总

体没有变化。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与长期平均水平比较接近，但

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出现萎缩。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中国制造”

缘何漂洋过海价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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