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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推广的专业媒体平台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

经贸看台

截稿新闻

■ 姚玉洁 叶 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18 日宣布，在上

海自贸区启动支付机构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

试点。银联支付、快钱、通联等 5 家支付机构

与合作银行对接签约。这意味着，以后通过

第三方支付机构，消费者就能直接用人民币

“海淘”，国内企业也能直接用人民币开展跨

境业务。

省去兑换 人民币也能“海淘”

银联电子支付工作人员18日在签约现场

演示了如何“海淘”国外红酒。通过银联支付完

成跨境人民币支付后，在货款和运费之外，消费

者无需缴纳其他手续费，也省去了汇兑的麻烦。

对此，银联电子支付总经理孙战平告

诉 记 者 ：“ 如 果 用 国 外 第 三 方 支 付 机 构

PayPal‘海淘’，虽然中国消费者花出去的是

人民币，商户实际收到的钱却是外币，其

间，汇率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波动。现在

允许国内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跨境人民币支

付后，从消费者到结算组织到银行再到商

户，都是以人民币结算和计价，这样就规避

了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

孙战平表示：“银联已经与多家海外航

空公司、酒店洽谈，但要支持人民币跨境支

付，国外企业还需要开设人民币账户，得到

监管机构的认可等，这些都需要时间。”

省下时间 人民币为贸易加速

“90%的贸易流程能移到线上，节省一半

以上的贸易时间，对于很多台湾出口企业

来说，开通人民币跨境支付是一大福音。”

台湾关贸网络总经理连鲲菁告诉记者。

关贸网络类似于阿里巴巴，数据库中拥

有 46万笔商品，服务 8500家供货商。与快钱

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后，关贸网络跨境

电商平台提供完整交易电子文件供快钱向外

管局核备作为结售汇依据，买方通过快钱支

付机制付款后每日归集进行跨境人民币外汇

支付，再由关贸网络以网络交易代收代付下

发至台湾卖方账号下，T+3天内即可完成，而

以前需要 10 天左右。对于水果等快销品，在

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贸易，无疑是“一大福音”。

快钱 CEO 关国光表示，由于贸易信息

都有了电子凭证，不仅加快了贸易速度，监

管部门也能够更方便地监管，可谓是多赢。

省出空间 银行化危为机

虽然央行已经批准第三方支付机构开

展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试点，但开展这一

业务背后起支持作用的仍然是银行。

“对商业银行来说，支持第三方机构进

行跨境人民币支付，也为自身业务创新留

下了空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潘岳汉

说，“例如，跨境资金对投资与兑换需求将

会增加，包括理财产品、债券产品和避险产

品等，都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对于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的冲击，

潘岳汉表示：“网络化只是手段，对于银行

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回归银行本位，更好

地服务客户、服务实体经济。”

上海自贸区启动支付机构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

■ 本报记者 王 熙

日前，泰国商务部宣布，中国企业北大

荒已取消从泰国购买 120 万吨大米的合同，

这一数量占泰国大米出口总量的 14%。泰

国商务部部长认为，“泰国反腐败委员会对

英拉政府大米补贴政策的调查，是合同被取

消的原因。”

据了解，该合同是中泰两国“大米换高

铁”计划的一部分。去年 10 月，中国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访问泰国后，中泰两国政府达成

协议：中国参与泰国高铁项目建设，泰国则

以农产品抵偿部分项目费用。

泰国商业部部长尼瓦塔隆·汶颂派讪表

示，泰国反贪部门对大米价格补贴计划展开

的调查惊吓了中方，中国退出了这笔大米交

易，“中国对与我们继续做生意缺乏信心”，

这或许是北大荒取消合同的直接原因。

泰国高价收米草草收场

据了解，泰国现行的大米收购政策是英

拉政府在 2011 年竞选时期提出的，于 2011

年 10 月开始实施。按照这一政策，泰国政

府以每吨 1.5 万泰铢（约合 500 美元）的价格

向 稻 农 收 购 大 米 ，这 一 价 格 高 出 市 场 价

50％，泰国稻农因此受惠，但政府为此支付

了大量补贴款。

泰国总理英拉认为，把这些从农民手中

买来的大米囤积起来，能推高国际市场的大

米价格。但事与愿违，泰国出台的大米补贴

计划效果极其糟糕。

在泰国实施高价收购政策之前，由于印

度、越南等国限制大米出口，国际米价从每

吨 300 美元飙升至 1200 美元。但当泰国政

府开始高价收购并大量囤积大米的时候，印

度恢复了长期中断的大米出口，菲律宾等主

要大米进口国开始生产更多大米。由于产

量增加，国际大米价格迅速从每吨 1000 美

元滑落至 390 美元。由于泰国大米价格被

政府人为推高，迅速失去国际竞争力，国内

库存堆积如山。2012 年，泰国大米出口量

大跌 35%，泰国也失去了雄霸 30 年之久的

大米第一出口国的地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表示，英拉政府

的大米收购政策自 2011 年实施以来，已经

累计造成 44.6 亿美元的损失，呼吁泰国取消

每年花费数十亿泰铢的大米收购政策。而

英拉政府为大米补贴计划进行辩护，称“该

计划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指责“抗议活动导

致对农民的支付延迟”。

由大米收购项目产生的欠款问题也持

续困扰着英拉政府。目前，泰国反贪委员

会正在对英拉在大米收购项目中是否存在

渎职行为进行调查，并可能以此为由提出

针对英拉的弹劾案。而法新社称，针对大

米补贴的反腐败调查 1 月就开始了，但中

国取消大米采购合同让问题凸显。英拉政

府原欲把中国购买大米的款项支付给部分

农民，中国一旦取消买米，英拉政府将面对

更大财政及政治压力。

据悉，从 2014 年 2 月开始，被政府拖欠

1400 亿泰铢大米款项的泰国农民开始进入

曼谷，对政府形成巨大压力。

“大米换高铁”遇到政治阻力

泰国交通部运输与交通政策规划司司

长朱拉·苏马诺日前表示，泰国政府目前有

巨大的大米库存，而且大米补贴政策存在严

重问题，想要出售并非易事，“大米换高铁”

计划已经不可行。

2013 年 10 月，中泰双方在曼谷发表了

《中泰关系发展远景规划》。其中指出，中

方有意参与廊开至帕栖高速铁路系统项目

建 设，以 泰 国 农 产 品 抵 偿 部 分 项 目 费 用。

泰方欢迎中方意向，将适时与中方探讨相

关事宜。这一合作方式被形象地称为“大

米换高铁”。

据了解，泰国政府目前已经确定优先推

动曼谷—清迈高铁计划，该计划将分两阶段

实施，即首先修筑曼谷至彭世洛府高铁，然

后再修建彭世洛至清迈高铁。朱拉说，其中

约耗资 2400 亿泰铢的曼谷—彭世洛高铁计

划的公众征集意见已经完成，目前已经进入

环境评估阶段。“目前，正对彭世洛—清迈高

铁计划召开公众征集意见会（听证会）”。

鉴于目前“大米换高铁”计划搁浅，朱拉

表示，泰国政府应当寻求贷款来为高铁规划

筹款，“贷款能够保证为泰国寻找到更为合

适的高铁技术”。

不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

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胡逸山对未来“大米换

高铁”计划表示乐观。他说，目前，泰国陷入

政治僵局，因此包括高铁建设在内的规划不

大可能得以继续推动。但随着泰国政治斗

争尘埃落定或者政局趋于平稳，中国仍然有

希望参与其中。

补贴政策饱受诟病 泰国大米难换中国高铁

本报讯 中国政府网日前发布了国

务院批准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

案》。今后，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

院决定对特定行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

有规定的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

册资本 3 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

注册资本 10 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

册资本 500 万元的限制。

改革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是中国全

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对加快政

府职能转变、创新政府监管方式、建立公

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保障创业创新，

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放宽注

册资本登记条件，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

年度报告制度，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

场所）登记条件，由地方政府具体规定，

大力推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设，推进注册

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降

低开办公司成本等。

不过，券商等 27 类行业暂不实行注

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现行法律、行政法

规以及国务院决定明确规定，实行注册

资本实缴登记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证

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

公司、保险专业代理机构和保险经纪人、

直销企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融资性担

保公司、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劳务派遣企业、典当行、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小额贷款公司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

记制问题，另行研究决定。

（欣 华）

公司注册资本门槛取消
27类行业仍需实缴登记

澳中自贸协定有望年内达成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日前表示，

澳中自由贸易谈判历经多年未果，今年将

争取完成谈判。孙芳安还表示，澳大利亚

和中国今年将分别主办二十国集团会议

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两国可以争取在目

标和工作领域一致的情况下，寻找机会实

现亚太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间的协同

互补，包括在基础设施融资和地区贸易协

定领域的协同合作。

巴西反倾销措施全球最多

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在日内瓦公布报

告说，巴西是 2013 年全球采取反倾销措

施最多的国家，全年对进口商品提起诉讼

共计 39 宗。除巴西外，采取反倾销措施

较多的国家还包括印度、美国、澳大利亚

和阿根廷。报告还指出，在全球范围内，

由政府倡导的有利于商品流动的行动在

明显减少。

美联储对外资银行“下手”

美联储将在本周签署新资本规定，要

求在美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提高至美国

本土银行水平。这意味着外资银行在美

国的运营成本将大大提高。据悉，这项尚

未签署的规定目前遭到包括德意志银行

和巴克莱银行在内的外资银行的强烈反

对，欧盟也预警称不会坐视不管。

数家在澳企业裁员关门止损

美铝公司近日宣布，其和澳大利亚氧

化铝精炼公司合资的、位于维多利亚州吉

朗市的炼铝厂将在 8 月份关闭，位于吉朗

和悉尼的另外两家铝板轧制厂也将在年

底 前 关 门 。 上 周，澳 大 利 亚 矿 业 承 包 商

Forge 集 团 宣 布 破 产 裁 员 1300 人 。 本 月

初，丰田汽车宣布 2017 年前停止在澳生产

汽车和发动机。澳大利亚航空近期也宣

布裁员 1000 人止损。

亚洲产汽车占智利市场份额2/3

据智利汽车企业行业协会最新统计数

据，2013 年，智利从中国进口汽车销量占当

地市场总量的 16.1%，与日本进口汽车销量

相当。韩国、日本和中国进口汽车占当地

汽车市场份额的 66%。该协会认为，智利对

外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影响力很大，来自

与智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汽车份额

由 2002 年的 28%提高到 2013 年的 91%。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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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向“撒钱领养”菲斯科，值不？

2 月 19 日，几辆出租车在北京三环辅路上排队等待乘客。近日，嘀嘀打车

依托腾讯、快的打车依托阿里巴巴，再次掀起针对司机和乘客的补贴大战。嘀

嘀打车曾公布，从 1 月 10 日至 2 月 9 日，其补贴总额高达 4 亿元。在 2 月 17 日发

起的新一轮营销中，嘀嘀打车称将再投入 10 亿元。虽然在造价 1 亿元和 5 亿元

的补贴活动后快的打车尚未公布新的补贴总金额，但是，“永远比对手多 1 元”

的承诺已经让市场嗅到了打车软件补贴大战的火药味。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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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
借印尼原矿禁令再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