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夏季的到来，人民币不断升值。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

示，6 月 4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再创

2005 年汇改以来新高，报 6.1735，较前一个

交易日大涨 71 个基点，相比年初首个交易

日，人民币今年已升值 1162 个基点。

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使对外汇尤为敏感的

国内外贸企业利润大幅缩水，许多企业在倒闭

边缘徘徊。面对严峻的外贸形势，国家外汇局

出于支持外贸升级转型、促进外贸稳定增长、

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等考虑，颁布了新规。

人民币升值快 企业生存难

自人民币汇改以来，近期的人民币中

间价步入两年来升值最快的时期。数据显

示，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的两个月，人民币

对美元中间价升值达到 1.6%，创下了新的

升 值 记 录 。“ 这 对 我 们 企 业 来 说 不 是 好

事”。长河工贸公司经理李刚对《中国贸易

报》记者表示，“现在的情况和之前的几个

月很相似，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所面临

的压力非常大，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这些

企业迟早要关门。”

“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国内的鞋、服

装、五金、家具等传统行业都差不多该退休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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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感叹。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此前的例

行发布会上也表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外贸

企业影响很大，企业对于远期经营的信心普

遍不足，其中，“有单不敢接”的现象更为突

出。商务部对国内外贸公司的抽样调查数

据显示，由于人民币快速升值，77.5%的外贸

企 业 在 1 月 至 4 月 期 间 的 利 润 明 显 下 滑，

6.6%的外贸企业表示会影响其正常履约。

对于近期人民币升值加速的原因，黎友

焕认为，是国内外各种力量和政策走向的结

果。他指出，力推人民币国际化的举措一直

支撑人民币升值，但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

结算货币，人民币要走的路还很长。当前，

人民币升值幅度明显偏离宏观层面。

出台政策 为升值降温

面对当前的“紧张”局面，国家外汇局出

台了不少新规以求化解人民币升值给外贸

企业带来的困难，其中包括进一步改进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经常项目外汇管理。而国家

外汇局出台这个新规的初衷就是为完善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经常项目外汇收支管理，支

持外贸企业升级转型，促进外贸稳定增长。

此外，国家外汇局还出台了《关于加强

外汇资金流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

步强调对银行外汇存贷比头寸的管理，银行

外汇头寸新的管理办法将在 6 月底首次实

施。据专业人士测算，根据国家外汇局规定

的外汇存贷比极端公式测算，中国银行业外

汇头寸的缺口大概是 4000 亿美元。在这项

新规实施之前，银行将于 6 月中旬在市场上

大量购进美元，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出现暂时

下行，其涨停价会靠近中间价。

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政府年内出台一

些政策放宽资本流出，比如开放海外投资、

鼓励个人投资、银行减息等，人民币升值的

势头就会减弱；反之，人民币会一直上行。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刘利刚

撰文称，如果央行选择降息、扩大人民币对

美元的交易区间提高波动率、重回盯住一揽

子货币来进行调整，人民币的强势应该已是

“强弩之末”。

而记者把这些消息告诉李刚时，他愤

愤 地 表 示：“ 去 年 的 时 候 就 有 专 家 学 者 说

‘人民币汇率会双向浮动，不会再呈单边上

涨趋势’，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些专家本

身都不是做外贸出身的，他们当然不会了解外

贸企业的难题。现在，外贸企业遇到的原材料

涨价、人工成本上升等困难都不是问题，只要

汇率降下来，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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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看 点

世界 500 强在中国：光环暗淡后的新机遇

人民币升值加速 政府出手“降温”

本期关注

新 闻 速 递

6 月 6 至 8 日，财富论坛将再度“携手”中

国。这次“重逢”距离该论坛 1999 年首次进

入中国已有 14 个年头。

彼时，许多雄踞《财富》500 强企业榜单

的跨国公司代表行业内技术的最高水平，其

品牌名称犹如“光环”，对优秀的本土人才有

着天然的吸引力。如今，在经历了过去 10

余年的飞速发展后，许多 500 强公司在中国

开始面临“光环”黯淡后的困境，如：人才流

失、成本上升、技术优势削弱等。

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等本土“后起之

秀”的追赶下，近年来，500 强企业的传统优

势似乎正在逐渐淡化，如何进行策略调整和

加速本土化进程成为许多外资企业面临的

普遍难题。

“跨国公司仅将中国视为廉价劳动力的

生产基地，或者依靠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轻

松盈利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LG 经济

研究所所长韩洪锡如是感叹。

韩洪锡指出，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

宏观经济增速减缓、一些优惠政策逐渐取消

等因素影响下，许多 500 强企业进入中国 10

多年后面临一些新挑战。

“靠外国人的指挥，无法解决中国的实

际问题。”韩洪锡认为，当前，许多 500 强跨

国公司在中国仍然存在本地化程度不足的

问题，加之，近年来，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等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不断加强，许多跨国

公司的扩张脚步开始放缓。

此外，由于跨国公司不能简单移植其在

世界其他地区经营的成功经验，因此更需要本

土化的管理团队和人才。不过，近年来，跨国

公司对中国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正在逐步下降。

艾默生公司中国区总经理赵大东坦言，

伴随着国有企业先天的优势和民营企业激

励机制的改善，去外企谋职对优秀的大学毕

业生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不过，即便面临种种问题，大多数 500 强

公司都将中国视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市场。

许多跨国公司仍然在中国“加注”，他们看到

了中国市场全新的机遇：基础设施建设的需

求不断加大，中国国企、民企与跨国公司的合

作正在加深，而中国目前“走中国特色新型工

业化道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决策，

对已经“走在前面”、有经验可循的跨国公司

而言，也是不能放弃的市场机遇。

“艾默生不仅不会考虑放弃中国市场，

还会将核心业务向中国市场倾斜”。赵大东

表示。

全球最大的土方工程机械、建筑机械生

产商卡特彼勒亚洲私人有限公司集团总裁

芮德华也表示，卡特彼勒非常重视中国市场

和未来在中国发展机会。“中国城镇化战略

在很长时间里将持续推行下去，这将带动对

基础设施的需求；官方更为高效、节约的能

源发展方向和对环境友好型发展的重视，也

是我们的机会。”他说。

而针对目前出现的一系列挑战，韩洪锡

建议，一方面，在一二线热点城市等市场相

对饱和的地区，跨国公司可以利用自身优

势，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开发一些潜在的需

求；另一方面，将业务向潜力巨大的中西部

地区三四线城市拓展和渗透。

■ 本报记者 王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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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来了

你还在等什么？

截稿新闻

美国18家大型企业

被指海外避税共920亿美元

苹果公司近期因避税问题而倍受美

国政界和媒体聚光灯的炙烤，但美国《赫

芬顿邮报》日前报道称，有调查机构报告

显示，共计 18 家美国大型企业已通过类

似手段避税 920 亿美元。

欧洲央行行长：

下半年欧元区经济将缓慢复苏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日前表示，欧

元区经济仍面临很大挑战，但目前已有

一些迹象显示该区经济逐渐趋于稳定，

预计今年下半年欧元区经济将缓慢复

苏。德拉吉称，虽然经济前景仍充满挑

战，但今天的欧元区是一个稳定的区域，

并且具有活力，比一年前更适宜投资。

今年非洲吸引外资有望摸高

预计将达到566亿美元

非 洲 开 发 银 行 日 前 发 布 报 告 称 ，

2013 年，非洲国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

预计将达到 566 亿美元，比 2012 年增长

超过 10%，接近 2008 年的最高水平。报

告指出，2013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的经济将会持续增长；而北非国家经济

在经历了政治动荡后正在逐步复苏。报

告 预 测 ，今 年 ，非 洲 国 家 经 济 将 增 长

4.8%，2014 年将增长 5.3%。

俄罗斯提高中小企业国家采购额

俄罗斯政府新闻办公室近日发布消息

称，该国总理梅德韦杰夫签署了政府令，内

容是有关提高俄基础设施项目及国有企业

从中小企业采购份额的系列措施。据悉，

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将不仅有助于在2018

年前将每年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占比

从 10%提高至 25%，将其在政府直接采购

中的占比从 2%提高至 20%，还将有利于提

高中小企业创新产品、科研成果、实验设计

及工艺成果在政府采购中的占比，并将保

证国内厂商直接参与国家采购。

亚太领跑全球航空业

中国市场强劲增长是主因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 2013 年

全球航空市场预测称，在中国市场强劲增

长的带动下，亚太地区航空公司赢利将领

先于其他地区。此外，国际航协上调了

2013 年全球航空业利润至 127 亿美元，行

业总收入预计将达到 7110 亿美元。这一

结果比今年 3 月份预测的 106 亿美元利润

又多出 21 亿美元，在 2012 年全球航空业

实现76亿美元利润的基础上又有改善。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记者 徐 淼）针对欧盟委

员会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问

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于 6 月 5 日

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政府已启动对欧盟

葡萄酒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程序。

据商务部网站信息显示，商务部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和《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反 补 贴 条 例》的 有 关 规

定，决定启动对欧盟葡萄酒反倾销和反

补贴调查程序。商务部已收到国内葡

萄酒产业递交的申请，指控原产于欧盟

的进口葡萄酒以倾销、补贴等不公平贸

易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葡萄酒产

业造成冲击，要求商务部发起反倾销和

反补贴调查。

商务部公平贸易局有关负责人指

出，中国对贸易救济措施的运用一直持

审慎态度。近年来，自欧盟进口葡萄酒

的数量确有较快速度的增长，对于此次

国内葡萄酒产业提出的申请，商务部将

依法严格进行调查。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

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对《中国贸易

报》记者表示：“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光伏

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与中国启动对欧盟葡

萄酒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程序没有因果

联系，因为欧盟葡萄酒以倾销、补贴等不

公平贸易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事实客观

存在，但有背景关系，因为同样的问题解

决办法有很多，但光伏‘双反’已经破坏

了中欧双方经贸合作的气氛，这样一来，

中国只能公事公办。”

沈丹阳此前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中欧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经贸关系是中欧关

系的重要基础，中方不愿意看到光伏产业

贸易摩擦影响中欧关系大局。中国已经

做好充分准备，希望欧方与中方尽早开始

价格承诺谈判，维护中欧经贸合作大局。

商务部启动

对欧盟葡萄酒“双反”调查程序

■ 庞无忌

6 月 4 日 ，商 务 部 发 言 人 姚 坚 在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表 示 ，我 国

吸 收 的 外 资 在 保 持 规 模 稳 定 的 同 时，质 量 和 水 平 也 在 不 断 提

高。当前，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突出。

根 据 2012 年 联 合 年 检 显 示，占 中 国 企 业 总 数 不 到 3%的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创 造 工 业 产 值 22 万 亿 元 ，缴 纳 税 收 19638 亿 元 ，

实 现 进 出 口 额 18602 亿 元，吸 纳 直 接 就 业 人 口 4500 万，分 别 占

全国相应总量的 26.1%、20.5%、51.1%和 14%。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