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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速 递

英国金融风险降至六年来最低

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日前发布

报告称，英国金融系统在短期和中期内爆发大

冲击性事件的概率继续下降，并已降至 2008

年以来最低。英国央行表示，目前有64%的金

融市场参与者认为，在未来一年内英国金融系

统爆发大冲击性事件的概率“低”或“非常低”，

这一比例比去年10月份上升9个百分点。

巴基斯坦力推全国税制改革

税收问题是巴基斯坦经济中的“老大

难”问题。巴基斯坦财政部日前向国民议

会提交了第二个预算报告。作为巴基斯坦

年度经济政策中最重要文件，此次提交的

预算最大特点是力推税制改革。而巴政府

在 2014 至 2015 财年预算报告中拟定的税

收政策，主要围绕三大支柱，一是增大对富

人的登记和征税力度，二是提高现行的预

扣税水平，三是提高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

的比例。巴基斯坦财政部官员称，上述改

革措施已得到总理谢里夫的首肯。

“消费盛宴”助日本GDP大增6.7%

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了该国今年第一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修正值，剔除物价变动

因素后的实际GDP同比增速被大幅上修0.8个

百分点至6.7%，创下两年半以来的最快增速，而

先前市场预期为下修 0.3 个百分点至 5.6%。

市场人士指出，日本4月1日上调消费税率带

来的提前消费刺激了国内需求，个人和企业支

出都出现了明显增长。目前而言，在增税靴子

落地后，日本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放缓或是出现

萎缩几成定局，但其经济能否如日本官方预期

般在三四季度出现回暖目前还难下定论。

欧俄乌天然气协议签订接近尾声

俄拟用人民币结算

欧盟、俄罗斯和乌克兰日前在布鲁塞尔

就俄乌天然气争端举行第五轮会谈。尽管供

气价格等焦点问题仍存在争议，但乌方已汇

出第一笔供气欠款，俄罗斯总统普京也称双

方已接近达成最终协议。此外，面对欧美可

能进一步制裁的威胁，俄罗斯大型企业纷纷

考虑改用人民币或其他货币进行贸易结算，

以降低对西方金融市场的依赖。分析认为，

此举表明了俄罗斯转向亚洲的经济战略，同

时也将在客观上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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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6 月 9 日消息称，根据

船期统计，2014 年 6 月，中国进口大豆到港量

预计约为 635 万吨，高于 5 月 597 万吨的实际

到港量，为今年以来月度到港量次高水准。

在今年第一季度山东地区部分贸易商

对国际粮商多船大豆合同违约事件余波未

消的当下，6 月份再创新高的大豆进口量预

计将再次引发业内担忧：进口商违约是否会

再次发生？国内大豆过剩形势是否会因此

加剧？早已丧失定价话语权的中国大豆产

业，是否会再次陷入 10 年前或被美国芝加哥

期货交易所（CBOT）高价逼仓或因难以承担

买进即亏的压力而“洗船”毁誉的尴尬境地？

话语权丧失影响犹在

2004年蔓延在中国大豆产业链的行业危

机令人印象深刻，外资企业由此加强了对中

国大豆市场的控制。而今，越来越多的外资

企业还在试图进入中国大豆生产市场。比

如，跨国投资企业丰益国际最近斥资 30 亿美

元进驻东北，企图垄断国内非转基因大豆市

场。与此同时，占据中国国内 1/3大豆种植面

积的黑龙江播种面积和产量却在逐年下降。

2014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启动东北和

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这一措施被

认为有利于激发国内企业的生产活力。但

业内人士担心，在更多的扶持细则出台以

前，国际大豆生产企业可能会大幅提高对华

大豆的输出量，造成国内大豆价格下跌，从

而导致国内大豆产出进一步减少。

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大豆行业很可能重

演悲剧。中国虽然消费了世界上近 30%的

大豆，80%以上的需求却要通过从国际市场

上进口来满足，但是，业内人士反复强调，过

量进口并不是威胁中国大豆产业安全的主

要原因，缺乏对大豆的定价话语权才是导致

近期中国大豆产业陷入困局的根源。

一直以来，美国掌握着国际市场上大豆

的价格，美国农业部定期发布的产量报告成

为指引全球大豆期货价格走向的风向标。

2003 年，美国农业部调低大豆库存，CBOT

大豆价格大幅上涨，引发中国大豆企业在国

际市场上疯狂抢购，随即国际大豆价格快速

回落，国内大豆加工企业由原先的赢利变为

全行业亏损，近七成陷入困境的企业被四大

跨国粮商阿丹米（ADM）、嘉吉、邦吉、达夫

收购参股。2006 年时，外商独资或参股的

企业已掌握了中国 60%左右的大豆压榨量。

多次结价易被逼仓

2014 年第一季度，山东多家大豆进口

商被曝因无法从银行获得信用证，无钱支付

到港的大豆，其已经购买的 50 多万吨美国

和巴西大豆出现违约，违约金额在 3 亿美元

左右。

而早在 2004 年，中国大豆业也发生过

类似违约风波。但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

书 长 王 小 语 认 为 ，2014 年 的 违 约 风 波 和

2004 年的不同之处在于，此时的大豆进口

已经从正常的贸易行为更多地转变为一种

国际贸易的融资手段，是一种银行等金融机

构所不希望看到的恶性获利方法，存在较大

风险。而面对风险，部分企业选择了“洗船”

违约。这种做法虽然给企业提供了避免出

现巨额亏损的可能，但却消耗了企业的另一

项重要资产——信用。

另外，与 2004 年违约风波发生时的市

场环境不同，2014 年，国际大豆期货市场已

从单次定价改为多次结价的定价方式。美

国大豆的价格变化从先涨后跌改为先跌后

涨，对中国买家来说极具迷惑性。

多次结价即外商可以允许进口商在相对

长的点价期限内先行点价，行情上涨后再行

洗单，累积价差成本，最终确定成本构成。这

种方式在帮助进口企业降低采购成本的同

时，放大了行情的价格波动风险。其中，对进

口方最为不利的局面就是豆价先跌后涨，如

果进口方在低位没有点价或不反向进行期货

套保锁定成本，最后会被迫在高位点价结算。

而这种无奈选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

国的期货市场并没有完全走向国际，大部分

中国买家要通过国际粮商在 CBOT 进行期

货头寸点价，国际粮商可以轻易掌握中国买

家的已点价头寸和未点价头寸情况，使海外

资金有天然优势进行逼仓。

大豆期货交易中心亟待筹建

为了避免国际资金再次逼仓、帮助中国大

豆进口商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大豆行业内人

士一致呼吁，政府相关部门亟须提高行业准入

门槛，加强国内企业的联合和建立自己的大

豆期货交易机构，甚至筹建与纽约、芝加哥和

伦敦等交易中心竞争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

心，充分发挥中国国内巨大市场需求的作用，

逐步形成全球大宗农产品定价话语权。

考虑到临时收储政策也未能有效稳定住

黑龙江主产区的大豆种植面积，国家已启动试

点补贴和产业扶持政策。业内专家认为，如果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实施后能稳住大豆种植面

积，原料供应就会逐渐充足，相关部门应针对

市场采取进一步手段推进加工企业开工生

产。而若采取扶持政策，应该是一套从种植到

加工，再从加工到流通的全产业链“组合拳”。

王小语则从企业层面提出了建议：借大

豆进口进行贸易融资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的

范畴，企业应从大豆加工环节想办法解决资

金问题。同时，企业要充分利用国内期货市

场进行全面风险管理，锁定成本，提高竞争

力，不要让价格的涨跌影响正常经营，同时减

少在国外市场上被国际基金“狩猎”的可能。

大豆市场再陷困局 政企合力应对危机

本 期 看 点

详细报道见第 3 版

“球”经济：
世界杯综合症？

上诉结果不被看好
中国或将松绑稀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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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新闻

本报讯（记者 胡心媛）6 月 11 日至

12 日，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海关总署、科技部、财政部等支

持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产品洽谈会在

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办。中国贸促

会、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张伟为开幕式

致辞。

当前，中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

零部件、能源、原材料和消费品进口持续

增长，进口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便利化程

度不断提高。据记者了解，中国国际进

口产品洽谈会旨在促进优化进口商品结

构、进口国别和地区结构，推动进口与出

口协调发展，着力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

本次洽谈会设置了主题大会，主题

大会重点突出中外企业的对接和洽谈。

国内的 300 多家企业和来自加拿大、美

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新加坡、伊朗等

20 个国家的近 100 家企业展开了一对一

循环对接。除对接洽谈外，大会还设置

了 5 场专题会议，分别为：加中科技贸易

论坛、农产品和食品进口、低碳和绿色建

筑技术贸易、消费品进口和电子商务以

及葡萄酒进口。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产品
洽谈会在京举办

2011 年年初，欧盟成员国首脑达成共

识，通过了有关欧盟内部能源市场一体化

的决议。该决议显示，欧盟将在 2014 年年

底前建成欧盟内部的单一能源市场，旨在

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提高欧盟在全球的

整体竞争力。时隔 3 年后，欧盟在与俄罗斯

“斗气”中落了下风，欧洲的能源一体化问

题也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当前，欧盟在能源安全问题上面临着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尴尬境遇。一边

是亟待振兴的疲弱经济，一边是能源命脉

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俄罗斯。近日，欧盟委

员会主席巴罗佐强调，下一步，欧盟会把工

作重心放在加速推动欧盟内部统一能源市

场的构建上。

据欧盟内部负责研究能源经济与气候

变化问题的官员介绍，建立统一内部能源

市场，首先需要欧盟在管理层面做好顶层

设 计 ，保 证 各 国 在 能 源 政 策 上 的 对 话 畅

通。其次，各国需要在天然气管道以及电

网等基础设施方面协调一致。以上两大问

题 ，将 决 定 统 一 能 源 市 场 的 构 建 顺 利 与

否。此外，欧盟各国在经济、政治层面均需

要做好“吃亏”的准备，但以目前欧盟各国

的行动执行力与整个欧盟的协调水平看，

要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统一市场构建的确有

些强人所难。

从技术层面来看，基础设施统一便是

一道坎。目前，波罗的海国家与北欧、东欧

部分国家的天然气管道仍然与俄相通，如

何改造上述国家的进气管道便是一大难

题。另外，统一能源市场对液化天然气的

终端设备与储存设施均有较高要求，若要

使欧盟各国均在短期内达标，困难重重。

从欧盟成员国看，以波兰为代表，深受

高价天然气之苦的东欧国家一直是统一市

场的积极倡导国，这些国家提议欧盟应为

其提供足够资金，以完善能源基础设施建

设。而西欧如法、德等国，由于自身基础设

施良好，与邻国能源供应渠道顺畅，国内能

源价格低廉，在欧债危机阴云尚未散去的

背景下，他们很难响应欧委会的号召，为欧

盟新成员国的能源问题掏钱出力。

从市场角度看，欧盟各国利益集团未

必会对能源市场统一点赞。由于欧洲各区

域发展呈分化状态，面对统一能源市场要

求的“共同购买政策”，部分成员国内部的

保守利益集团尤其是能源巨头不会乐见外

国能源公司从自己碗里分得一杯羹。

1952 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生效，战

后百废待兴的欧洲经济由此步入了一个快

速发展的新时代。60 余年过去了，欧洲再

次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能源市场一体化

构建尚需突破重重困难与挑战，这一设想

能否为欧洲经济再次挂上加速挡，目前看

来为时尚早。 （陈 博）

欧盟能源一体化说易行难

中国贸促会法律部
参与多项涉外法律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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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中国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姜增伟向会属各部门负责人传达

了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近日对贸促工作的指示。

姜增伟指出，在新形势下贸促会应具备大局意识、改革意识、服务意识、

专业意识，进一步提升、完善贸易促进各项职能，加快转型升级，明确方向，善

于创新，勇于承担，更好地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服务。

据悉，近期贸促会有关部门将制定相关工作落实方案。

本报记者 毛雯 报道 顾晨曦 摄影

知音传媒上市
前景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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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运动大牌：
门店设计引领消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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