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为期 3 天的 2013 年亚太区域仲裁

组织（APRAG）大会在北京召开。记者了解

到，这是亚太区域仲裁组织首次在中国内地

举办业务研讨会。本届会议以“亚太国际仲

裁未来十年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重点讨

论了国际仲裁规则的新趋势、临时措施、裁

决的执行以及调解、海事仲裁、投资仲裁等

问题。

据了解，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简称中国贸仲委）等 17 家亚太地区

仲裁机构发起、成立于 2004 年的亚太区域

仲裁组织，是亚太区域唯一的国际性仲裁

组织，也是解决跨国投资贸易纠纷最具实

力的国际仲裁组织之一，目前已拥有 38 家

仲裁机构。《中国贸易报》记者获悉，在本届

APRAG 全体成员会议上，中国贸仲委成功

当选亚太区域仲裁组织主席单位，这表明

中国仲裁机构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

力和认知度，在国际仲裁界的话语权进一

步增强。

作为本届大会的主办方，中国贸仲委一

直致力于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仲裁机构的

交流和合作，已与 40 家国际仲裁机构签署

了合作协议。中国贸仲委以受理涉外案件

为主，自成立以来，共受理近 2 万件国内外

仲裁案件，当事人涉及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

地区，仲裁裁决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

执行。

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跨国投资

纠纷不断出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在会议上透露，自中国《仲裁法》于 1995

年实施以来，国内仲裁机构发展迅速，达到

219 家。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 17 年中，

全国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数量和标的总额

呈连续增长态势。2012 年，全国仲裁机构

共受理案件 96378 件，涉外涉港澳台案件

1521 件。另外，2012 年，中国法院审结的民

商 事 案 件 高 达 782.4 万 件 ，比 上 年 增 长

9.14%，其中，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以及海事

海商案件 4.6 万件，比上年增长 11.43%。

周强表示，上述数据表明，国际仲裁已

经成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投资和贸易障

碍、维护国际法治秩序的重要途径。亚太地

区的国际仲裁潜力巨大，尤其是中国的仲裁

服务前景十分广阔，国际仲裁在亚太地区的

发展将迎来黄金时期。

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最为活跃的区

域，2011 年经济总量占全球的 56%。应该

说，亚太地区的发展举足轻重。周强认为，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商业环境，环

境的营造离不开法制的保障，而公正高效的

争端解决机制是法治社会最为重要的一环。

在谈到仲裁、司法和法治的关系时，周

强指出，仲裁与司法优势互补，是合作伙伴

关系，不是对手关系。仲裁离不开司法的支

持、协助与监督。法院对仲裁程序和公共政

策的监督、对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守

护，保障了仲裁裁决的正当性，增强了当事

人对仲裁公平公正解决争端的信心。他强

调，中国法院始终恪守国际公约、条约义务，

从严适用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尊重仲裁的

特点，维护仲裁裁决的终局性，体现仲裁公

正，并鼓励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支持

仲裁在非诉解决纠纷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周强认为，仲裁与司法应当以开放、包

容、多元、互鉴的思维加强国内、国际层面的

互动与合作，彼此分享纠纷解决经验，提升

专业能力，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法治秩序的发

展付出共同的、更有成效的努力。

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贸仲委主任万季

飞在会上表示，本届会议的召开为加强亚太

地区仲裁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完

善仲裁法律制度、共同推动亚太地区仲裁事

业的蓬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经

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以及法律法规国际化

的今天，不同国家、不同法系、不同仲裁机构

之间的仲裁法律规范及仲裁实践的差异也

在日益缩小。国际商事仲裁机制日益趋同，

仲裁正逐步演变成真正的“万民法”。与此

同时，国际商事仲裁也面临着制度革新、水

平提升、国际规则统一等诸多挑战。

面对新的形势，APRAG 前任主席桑德·
拉乔（Sundra Rajoo）表示，要解决这些问题，

迫切需要通过更为广泛的区域合作来建立

一个无缝的亚太仲裁链接和国际化仲裁规

则，并以此影响乃至改变世界仲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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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bi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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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 总第4222期 2013年7月2日 星期二 周三刊 今日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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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艳 联系电话：95013812345-1024

制版：何 欣 E-mail:myyaowen@163.com

本 期 看 点

陆克文逆袭回归 经济战场指望中国

国际仲裁成化解跨国商事争端利器

本期关注

新 闻 速 递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如果不是突然被选为澳大利亚工党党

魁并再次出任澳大利亚总理，这位能说一口

流利的普通话、在新浪微博注册了中文账号

“陆克文议员”的澳大利亚前总理（2007 年至

2010 年）这会儿可能刚在北京参加完一个国

际峰会，正打算去北京的女儿家里看望外孙

女，顺便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但是，据说也

就 10 分钟的功夫，澳大利亚天上掉下来的

“馅饼”砸中了他——像 3 年前那样突然遭

遇党内的一个女人“逼宫”，被硬生生从总理

宝座上拉下来一样，3 年后，他又意外地被自

己的幕僚们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并被寄予带

领工党夺取 9 月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选举胜

利的厚望。

“ 憋了一口气的陆克文现在算是报仇

了，澳大利亚政坛真是肥皂剧啊肥皂剧。”在

澳大利亚生活多年的华人律师陈先生如是

感慨。

然而，逆袭回归的陆克文不仅需要证实

自己有能力弥合四分五裂的工党，还必须在

不到 3 个月的时间内将他的个人魅力转变

成选举胜利的果实。“党内权力更迭不足以

扭转工党在民意支持率层面对反对党的明

显劣势，双方最主要的战场仍在经济领域。”

陈先生说。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

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白明也告诉《中

国贸易报》记者，为了赢得 9 月份的选举，

陆克文很可能会把经济管理作为其政策纲

领的核心内容，强调自己曾带领澳大利亚

渡过全球金融危机。但是，与 2010 年他下

台时相比，澳大利亚的经济形势有了新的

变化。

陆克文在当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澳大利亚的矿业繁荣正走向终结，国内经济

面临新的挑战。

白明指出：“ 当前，澳大利亚经济正面

临微妙转型，来自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需

求正在放缓，澳大利亚需要降低对资源行

业的依赖。但是，对于陆克文来说，这几乎

是 一 项 不 可 能 完 成 的 任 务 。 澳 大 利 亚 是

‘坐在矿车上的国家’，煤炭、铁矿石等富足

的资源禀赋对澳大利亚经济长期发展构成

支撑，也形成了一定的发展模式，短期内很

难转型或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下跌，澳大利亚采矿业正遭受较大打击，矿

业繁荣消退可能引发大量失业，这将非常不

利于争取更多选民。“所以，陆克文一定会采

取更多措施促成中澳两国的矿业合作，关键

是看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方式。”白明认为，澳

大利亚国内对与中国的矿业合作始终是既

欢迎又小心翼翼地加以防范。如果不能转

变观念，在合作模式上体现出互相让步和互

惠互利，很容易失去中澳矿业合作的基础。

陆克文政府似乎也看到了中澳两国矿

业合作上难有新突破，中国很难对矿产品

有超过预期的需求增长也让澳大利亚更加

现实。不过，澳大利亚不会放弃中国这个

最大的贸易伙伴，将极力促成中澳自贸协

定的签订并希望从对华农产品贸易方面取

得新进展。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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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7月1日正式加入欧盟

7 月 1 日，克 罗 地 亚 正 式 加 入 欧

盟，成为其第 28 个成员国。加入欧盟

后，克罗地亚对欧盟产品 20%的关税

将被取消；来自全欧洲的产品和经销

商 将 大 举 涌 入 ，德 国 公 司 将 受 益 良

多。但是，受困于金融危机和政府债

务，小国克罗地亚短期内很难从加入

欧盟中获益。

欧盟制造业出口回暖

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2013 年 6 月，欧元区和欧盟制造业

出口订单指数分别为-24 和-25.6，分

别较上月回升 2.1 和 0.8，显示制造业

出口前景有所改善。主要成员国中，

德 国 制 造 业 出 口 订 单 指 数 上 升 2.5

至 -19.7，意 大 利 回 升 10 至 -21.7；制

造业出口订单指数下降的主要成员国

有法国、西班牙、英国等。

越南企业及个人信息遭网上叫卖

近日，越南一份包含了河内、胡志

明市、平阳省和同奈省等几个省市多

个领域企业和企业主信息的名单在网

上遭叫卖，售价仅为 70 万越盾（约合

205 元人民币）。从 2012 年起，非法贩

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在越南愈演愈烈，

越南警方已破获多起贩卖和购买个人

信息案件，并对此表示担忧。

“净进口”挑战中国粮食安全

中国粮食全面进入“净进口”时代，

小麦、玉米、大米三大农作物今年始终保

持净进口态势。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 6 月，进口大豆预报到港 832.28 万

吨，创月度最高水平；1月至4月，稻谷和

大米进口100万吨，同比增加83.6%。持

续增长的进口增速让中国的农产品生产

和粮食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国家外汇局已做好

资本流出应对预案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

管涛在 2013 陆家嘴论坛间隙表示，对

于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带来

的资本流出问题，国家外汇局已准备预

案，将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针对性措

施。而且，在国家外汇局 5 月初出台打

击虚假贸易和套利资金流入的系列新

规后，年初外汇资金流入的势头已得到

缓解，目前，外汇市场供求已基本平衡。

（本报综合报道）

记者获悉，原先遭受房地产政策和融资限制双向调节影响的

钢材行业，如今又遭遇“钱荒”冲击。专家分析称，此次“钱荒”实

质上是产能过剩背景下债务违约和资本流出导致的流动性缺

口。上述问题将迫使银行在较长时间内紧缩银根，从而导致钢贸

行业贷款更加困难，资金的紧张对钢价走势也将形成抑制。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 7 月 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为 50.1%，较上月回落 0.7 个百分点。同

上月相比，12 个分项指数均有不同程度

回落，其中，进口、积压订单、采购量和生

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回落幅度超过 2 个

百分点；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新出口

订单指数降幅超过 1 个百分点；其余指

数降幅在 1 个百分点之内。

针对 6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情

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

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认为：“6 月份 PMI

指数回落，而且主要指标普遍回落，表明

未来经济有一定下行压力。但 PMI 绝

对值仍然在 50%临界点以上；1 月至 5 月

份，投资、消费增长大体平稳，剔除热钱

扰动因素，出口实际增速也未大幅下滑；

库存水平是历史低位，进一步下降空间

有限。稳增长的政策效果还在进一步显

现之中。综合看，经济增长仍然在趋稳

过程中。”

但是，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市场

研究总监鲁政委在个人微博中评价指

出，6 月份 PMI 指数创历史同期最低，新

订单、生产量、库存显著下降，就业创同

期最低，大企业指数打破了前 8 个月的稳

定区间而下行，折射出企业已从彷徨到

失落了，经济也将继续减速。订单不足、

融资难、汇率升值（订单不足也与汇率有

关）已成为企业最大压力。调整高估的

实际有效汇率已刻不容缓。 （欣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