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旷日持久的中欧光伏“双反”案尘

埃落定，中国光伏企业似乎可以松口气了。

“别高兴得太早，欧盟对华‘双反’只是

暂告一段落而已”，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此次商定的‘双限’（限低价

0.56 欧元/瓦、限总量 70 亿瓦/年）承诺的有

效期仅至 2015 年年底，执行期满后，新一轮

谈判又将开始。”

此外，中国光伏企业所面对的现实依然

残酷：国外市场饱和、壁垒重重，国内产能严

重过剩，行业洗牌业已开始。

新丛林法则开启

大小光伏企业都对配额虎视眈眈。8

月 6 日，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出台了

《对欧盟出口光伏电池产品价格承诺实施办

法》，划定了 70 亿瓦配额的切分规则：60%按

企业对欧盟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量占比分配，

30%分配给参加行业抗辩企业，10%扶持出

口规模较小企业。

国内光伏市场激烈拼抢。“原来，我们

是靠接大企业看不上眼的小单来维持生计

的，现在，这点配额全给大企业，它们还不

够‘ 吃’呢，势必会跟中小企业抢单。”河南

一家光伏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在中国各光伏企业的龙争虎斗之下，70

亿瓦的欧盟配额分配再生变数。据报道，原

定的“6∶3∶1”分配方案在征求意见时遭到部

分企业强烈反对，经协商后将比例调整为

“6.5∶2.5∶1”，即 65%的配额按照企业对欧出

口占比分配，其余 25%和 10%分配给抗辩企

业和小企业。

欧洲市场曾成就了中国光伏产业的成

长与壮大，但如今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欧盟与中方的价格承诺协议文本中，

条款内容将中国企业可能采取的“曲线救

国”的路子都给堵死了。据报道，协议对中

国企业的投资转移（成立海外公司再生产出

口产品至欧洲）、瞒报光伏产品实际功率、买

一赠一（变相降低售价）等招数均设置了严

苛的制约条件。

转战新兴市场

2011 年，中国光伏企业向欧盟的出口

量占中国光伏制造业总产量的 70%。而今，

种种限制迫使中国企业不得不将目光转向

新兴国家和地区。

国内目前出货量最大的“光伏大佬”英

利集团对外表示，公司一方面会确保其在欧

盟国家拥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将会

重点布局日本、墨西哥、东南亚和东欧市场。

“英利集团已经决定在安美德投资建厂

了。”泰国最大的工业园安美德集团的销售

经理李威对《中国贸易报》记者表示。

据李威介绍，英利集团与安美德接洽已

1 年有余，并做了十分完善的可研报告，但

迟迟没有落实。就在中欧“双反”案谈妥之

际，英利集团即作出了投资决定。“这个不难

理解，欧洲本是中国光伏企业的传统市场，

这次虽然危机解除，但‘双反’利剑始终悬于

头上。‘双反’抗辩消耗巨大，还不如把这些

时间和财力放在开拓新兴市场上。”他说。

据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北京办事

处主任、公使衔参赞吴永泉介绍，泰国《可再

生能源和替代能源十年发展规划（ AEDP

2012-2021）》的目标是，到 2021年，泰国可再

生能源的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中的 25%。

而在泰国目前的能源组成中，可再生能源仅

占 2%，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新的太阳能屋顶

政策将带动 140 亿泰铢至 160 亿泰铢的投

资。按照当地补贴电价政策规定，光伏发电

厂的电价补贴为 6.5 泰铢每千瓦时，自商业运

营日（COD）起即享有10年的补贴期。

本报记者在泰国考察期间，同行的光伏

企业河北安普集团的负责人表示，目前，光

伏产业的造富神话消失，微利时代已经到

来。欧盟“双反”比美国“双反”来得更狠，任

何一个产业环节都不放过，新兴市场是有实

力的光伏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选择，安普已

经在中东投资建立了光伏发电站。

对于光伏大佬们而言，新兴市场是分散

风险的一个选择，而对于小企业来说，开拓

新兴市场可能就是唯一出路了。

据统计数据显示，此次欧盟市场后“双

反时代”的 94 家准入企业，仅占涉案企业的

70%，这意味 30%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因

“应诉承诺”关键环节棋错一着，很可能因难

以承受欧盟高额反倾销税率而被拒之门外。

新兴市场并非蓝海

对于光伏企业而言，真正的蓝海并不存

在，有的只是竞争较为和缓的“红海”而已。

新兴市场正在逐渐成长，未来可能成为

市场的有力支撑，光伏大佬们早已看到这一

点。而那些较早订下多元化市场战略的先

行者们已先一步尝到了甜头。

据了解，阿特斯阳光电力有限公司实

施了市场多元化的战略，主要市场已集中

到亚太地区，其在欧洲市场占有率于 2012

年 降 至 40% ，2013 年 第 一 季 度 又 降 至

20%。赛维也更加注重海外新兴市场的开

发，其非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增长

都比较快。

不过，据记者了解，事实上，发展中国

家的贸易壁垒并不比发达国家的低，像巴

西、印 度 等 国 家，往 往 为 了 保 护 自 身 的 产

业，会采取较多的贸易保护措施。统计数

据 显 示，2012 年，全 球 针 对 中 国 发 起 的 贸

易 救 济 调 查 高 达 77 起，占 比 超 50%，并 呈

现 369% 的 年 增 长 速 度 ，发 起 双 反 调 查 的

市 场 包 含 欧 盟、美 国，而 且 范 围 呈 扩 大 趋

势，甚 至 拉 美、非 洲 等 新 兴 市 场 也 参 与 到

对华“反倾销”的阵营中。

非洲投资网总裁王文明表示，新兴市场

在电网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不确

定性，产业链条的成熟有序也需要一个培养

过程。但正因为新兴市场的不成熟，才给中

国光伏企业留有空间和机遇。

■ 刘丽娜

每隔几年，国际舆论界都会上演关于中国

经济的“多”、“空”之争。近期，关于中国经济

减速、危机甚至可能崩溃的又一轮“唱衰中国”

言论频现海内外舆论媒体，引来广泛关注。

之 所 以 再 度 出 现 唱 衰 中 国 经 济 的 声

音，大体有几方面原因。首先，中国经济自

身存在问题。半年多来，外贸下滑、产能过

剩、地方财政、影子银行、流动性紧张、国企

效率等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被媒

体披露，GDP 几个季度的减速更给评论家

提供了“唱衰”的依据。

其次，学界的一些推断变成现实。有

经济学家早有预言，2008 年爆发的这轮全

球金融危机，会沿着美国、欧洲、新兴经济

与发展中国家这样的顺序一波一波地席卷

世界。实际情况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

这一推断。5 年来，美国和欧洲已经先后受

到“洗礼”。而近两年，尤其是今年以来，新

兴经济体的问题不断暴露。巴西、俄罗斯、

印度等几个金砖国家经济都显著失色，处

在同一阵营的中国也不免受到波及。

最后，西方媒体的价值选择。众所周

知，西方媒体曝光问题的兴趣远大于报道

积极面。此番唱衰中国经济的舆论潮中

的主角，仍然是国际影响力大的西方几大

主流专业媒体，如英国的《金融时报》、美国

的《华尔街日报》等。这些媒体嗅觉灵敏，

言辞犀利，尤其是，他们擅长刊载知名人士

的专业评论，权威性不言而喻。要指出的

是，这些媒体对经济现实的批判是放眼全

球的，近年来关于欧元注定解体、美国经济

千疮百孔的声音也未曾停歇。

舆论攻心。古往今来，舆论是社会公器，

同时也是影响公共决策的不可小觑的力量。

该怎样看待外界貌似不友好的“唱衰论”？

在中国经济问题上，对媒体的讨论宜应之

以开放心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勉之。

任何经济肌体都有其问题，但对策总

比问题多。重要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真

正强劲的经济唱不衰。过去二三十年，中

国经济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波动和周

折，其中有经济过热，也有受外部影响的显

著下滑。但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多年持续

的发展已是明证。

从外例来看，关于美国经济，美国国内

的唱衰论从未中断。而从大趋势和长时段

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潜能仍然巨大，工业

化和城市化、改革开放、市场、创新、人力资

本以及国际合作等未来发展红利未变。这

些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会随一

时的数据或者言论而轻易改变。

反观“唱衰”“唱多”的争论，更多是媒体

或者评论家为吸引眼球制造的概念标签，而

真正理性的眼睛，并不会被标签所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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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双反时代”光伏企业布局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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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磁企受困于日企专利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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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栾 鹤

三言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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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壁垒拦路
中国汽车出口遇阻

工商总局将自今日开展
不正当竞争专项治理行动

理性看待中国经济“唱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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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局精妙 专利围城无处可逃

巴西寻求与欧盟达成贸易协定

涉及金额 800 亿美元

据外媒报道，巴西外交部部长安东

尼奥·帕特里奥塔表示，巴西计划近期提

出一项关于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贸易协

定的提案，该提案将允许巴西先行推进

其与欧盟的贸易协议进程。报道称，这

项协议将涉及巴西与欧盟之间 800 亿美

元的双边贸易。

日本负债比重达 247% 远超希腊

1000 万 亿 日 元（约 合 10.4 万 亿 美

元），这是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该国国

家债务规模。按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

重来看，日本已高达 247%，欧债国希腊

也只有 157%。而就在市场担心日本能

否吞下债务激增的苦果之时，日本经济

复苏并没有预期中的强劲。日本内阁府

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第二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2.6%，显著

低于上季度的 4.1%。

中国进口阿根廷转基因作物

是双赢的“南南合作”

转基因食品如今已让人们谈虎色

变。阿根廷农业部日前对外宣布已向中

国出口了 6 万吨转基因玉米。这离中国

批准允许从阿根廷进口不过才一个多月

的时间。阿根廷种业协会主席阿尔弗莱

德·帕塞罗表示，中国批准阿根廷转基因

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对于两国而言是

一个双赢的结果。南南合作是现在世界

的趋势，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

的合作越来越多。据他透露，阿根廷还

计划在 2014 年向中国出口转基因大豆。

珠三角中小企外贸景气度欠佳

资金压力大

日前在深圳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珠

三角中小企业外贸景气程度总体欠佳，而

由于内地原材料付款周期越来越短，加之

海外买家结汇周期越来越长，相关企业的

资金压力较为突出。该份报告显示，7 月

份珠三角中小企外贸扩散景气指数收于

97.25，低于临界点 2.75，这已是该项指数

连续 3 个月低于临界点，反映企业景气程

度持续欠佳。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当 前 ，商 业 贿 赂 、限 制 竞

争、商业欺诈、侵权假冒等不正当竞争现

象突出，群众反映强烈。今年，自葛兰素

史克被爆在华利用会议名义对医生、高

管、协会进行商业贿赂之后，诺华、中新

等药企相继被爆出存在商业贿赂行为。

工商总局发布通知，决定自 8 月 15 日至

11 月底，在全国范围开展不正当竞争专

项治理行动。

据悉，此次专项行动的重点包括：

突出重点领域，保持治理商业贿赂

工作的高压态势。各级工商机关要以医

药购销、医疗服务、择校升学等关乎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业和领域为重点，加

强对招投标行为的监督，严厉查处招投

标过程中的商业贿赂行为。

加强对限制竞争行为的查处，切实

维护消费者权益。各级工商机关要加强

对公用企业和依法具有独占地位企业经

营行为的调查研究，摸清行业现状，对滥

用优势地位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权

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要依法予以查处。

加强中介服务行业监管，查处虚假

宣传等热点问题。各级工商机关要以汽

车 4S 店、房地产中介、职业介绍、加盟连

锁等领域中的虚假宣传、欺骗性有奖销

售等为重点，积极查处虚假宣传、商业欺

诈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大力整治社会服

务领域不正当竞争乱象。

继续推进打击“傍名牌”工作，促进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扎实成效。各级工商

机关要在二季度打击“傍名牌”专项执法

行动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加大对仿

冒知名产品及侵犯原创知识产权生产销

售“山寨”产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提升执法效能，进一步推动专项执法行

动深入开展。 （王 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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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
特别的文化 特别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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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税负，
进口豪华车为何如此昂贵？

日前，中储棉结束了为期近 7 个月的棉花放储。截至 7 月 31 日，2013 年，储备棉出库销售累计成交

371 万吨，其中国产棉 275.6 万吨，进口棉 95.5 万吨。据悉，自 2011 以来，中国累计收储棉花约 1063 万吨，

而在此之前展开的 3 次棉花抛储，合计投放量约为 425 万吨，只占总收储量的 40%。业内专家认为，当前

的棉花收储已经陷入“收多抛少”的困境，纺织企业将面临更为艰巨的市场挑战。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