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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速 递

美国原油出口在中国市场

遭伊朗“抢单”

美国 40 年来首度尝试出口原油，

却在亚洲遇上意想不到的难缠对手

─—伊朗。据相关媒体报道，受西方国

家制裁导致原油出口减半的伊朗正向

中国出售质量更好且更便宜的原油，这

大大排挤了美国原油出口至中国这个

全球最大能源消耗国的空间。

日本宣布对俄最严厉制裁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官房

长官菅义伟日前宣布，由于最近发生

在乌克兰的马航坠机事件和乌克兰的

不稳定情况均与俄罗斯有关，因此决

定对俄罗斯个人和团体在日本的资产

实施冻结。报道指出，这是迄今为止

日本对俄罗斯实施的最严厉的经济制

裁，这势必影响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

也将使得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秋天访

问日本的计划难以实施。

中缅天然气管道

累计向国内输气18.7亿立方米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日前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缅天然气管道

（境外段）已经安全平稳运行 1 周年，

累计向中国国内输气 18.7 亿立方米。

去年 7 月 28 日，中缅天然气管道（境外

段）正式投产通气，中、缅、韩、印四国

投资方代表在缅甸曼德勒共同见证了

这一跨国能源合作项目“开花结果”。

非洲开发银行

将向安哥拉提供10亿美元贷款

安哥拉财政部部长曼努埃尔日前

宣布，安哥拉政府已同非洲开发银行

签订一项协议，非洲开发银行近期将

向安哥拉提供 10 亿美元贷款，帮助安

哥拉更加顺利地执行本年度预算。曼

努埃尔预计，非洲开发银行将在 8 月

向安哥拉提供协议中的首笔 6 亿美元

贷款，安哥拉政府将优先向建筑、运输

和能源行业发放这些贷款。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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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静 安

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建设正在全面加速。

仅今年 6 月以来，中国就已建立 3 个清算

中心，分别是伦敦人民币业务清算行、法兰克

福人民币清算行和韩国人民币清算行。7 月

28 日，中国银行宣布，由中国银行和澳大利亚

证券交易所共同开发的人民币清算系统在澳

大利亚成功运行，人民币成为第一个被纳入

澳大利亚本地清算系统的外国货币。

而 7 月 21 日，中国与阿根廷签署货币互

换协议，同时，央行与瑞士国家银行签署了

规模为 1500 亿元人民币（210 亿瑞士法郎）

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人民币国际化的脚步越来越快。

境外人民币清算队伍再添新成员

今年以来，德国、英国、卢森堡、法国相继

成为离岸人民币中心，显示出这一全球化布

局范围正从亚洲向欧洲、北美等地区拓展。

记者从中国银行了解到，澳大利亚人民币

清算系统的推出，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在澳大

利亚迈出关键一步，将进一步便利中澳双向

贸易与投资合作，推动澳大利亚离岸人民币

市场发展和澳大利亚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

据悉，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单一出口

市场，每年中澳双向贸易流动资金达 1410

亿美元，而目前澳大利亚与中国商品贸易额

中以人民币支付的比例不足 1%。中国银行

悉尼分行作为该系统的人民币清算行，将为

澳大利亚境内外客户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

并逐步提供人民币债券发行、交易及期货等

衍生产品结算、清算服务。

澳大利亚央行副行长菲利普·洛威此前

曾表示，相比其他离岸机构，官方清算行能

更直接地提供进入中国在岸人民币和外汇

市场的渠道。

跨国企业“贡献”大

据悉，自 2009 年以来，中国央行先后与

20 多个境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

协议。随着人民币清算行在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确定，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获得了进一

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势头势不可挡。而

这其中的动力不仅来自中国，还源自于国际

市场上的跨国企业。

汇丰全球研究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随着用人民币结算的法国和德国企业越

来越多，美国企业也纷纷加入其中。在汇丰

进行的全球调查中，参与调查的美国公司共

有 102 家，分布在 11 个不同的国家。有 17%

的受访美国公司表示，其已经开始使用人民

币进行贸易结算，这一数据高于去年的 9%。

随着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不断上

升，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这一新趋势正在影响

其他国家。据相关媒体报道，目前，人口总

数仅 50 万的国家卢森堡也正试图全力跻身

人民币境外使用国行列。卢森堡财政大臣

皮埃尔·格拉梅尼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

民币国际化将是欧元诞生以来全球货币领

域重大事件之一，甚至是最重大的事件，其

潜在影响巨大，因此，卢森堡希望为此做好

准备。

本月，卢森堡一个贸易代表团访华时签

署了一系列协议。根据这些协议，中国将在

卢森堡建立人民币清算银行，同时给卢森堡

带去更多的中国相关基金、债券和股票。

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工商金融

总监赵民忠看来，近期，人民币在全球的布

局正在提速，欧洲和韩国等地纷纷建立了人

民币清算机制，相信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

加上这些市场与中国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将

有助于把人民币业务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拿什么和美元“叫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力度

空前，但其距离成为国际核心货币的道路依

然很远，其储备货币职能显然无法同美元相

提并论。

“近期，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发展迅速，结

算额增长很快，但总体来说还只是处于结算

货币发展阶段，距离人民币真正成为像美元

一样的国际储备货币，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人民币在短期内还难言真正挑战美元的霸

主地位。”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此

前表示。

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陈雨露

日前透露：“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继续保

持高速成长。人民币有望在未来 3 年左右

的时间里超越日元和英镑，成为第三大国际

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有 3个功能：跨境贸易

结算、投资和货币储备。从中国目前的情况

看，发展最快的是跨境贸易结算，其是支持人

民币国际化最主要的渠道。而美元之所以

是世界储备货币，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在全球

石油贸易中占主导地位，油美元体系确保了

全球各国对美元及美国国债的强烈需求。

而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较快的增长，国际市场

对人民币的需求不断上升，原油、黄金等一

些大宗商品交易的领域引入人民币计价的

呼声也越来越高。有推测称，如果世界主要

石油出口国同意跟中国用人民币展开石油

交易，将进一步削弱石油美元体系的实力。

人民币清算系统“登陆”澳大利亚
人民币国际化迈出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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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疲软
限购政策成调整重点

美国再对中国光伏“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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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垄断事实被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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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曲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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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信息“刷量”造假
需要多重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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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新闻

本报讯 据韩联社 7 月 30 日报道，鉴

于韩国对华投资额一直呈增加趋势，今

年这一数额有望时隔 8 年超过日本对华

投资额，达到 60 亿美元。

根据韩国贸易协会 7 月 30 日发布的

消息，今年上半年，韩国对华投资额达到

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5.6%。而同一时

期，日本对华投资额为 24 亿美元，同比

减少 48.8%。

根据这一形势，今年，韩国对华投资

将达到史上最大，为 60 亿美元左右，而

日 本 对 华 投 资 则 可 能 不 及 50 亿 美 元。

由此，韩国对华投资额有望自 2006 年以

来时隔 8 年首次超过日本。

韩国贸易协会对此解释说，韩国对

华投资额显著增长得益于韩中两国间日

益强化的经济友好关系，且韩企为全面

进军中国内需市场加大了投资力度。今

后 若 中 韩 自 由 贸 易 协 定（FTA）得 以 签

署，且中国开放服务业市场，韩国对华投

资对象产业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钟 鑫）

韩国对华投资或达60亿美元
有望8年来首超日本

■ 张 红

欧盟承受的压力在持续增加。马航事

件之后，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美国主流媒

体频频刊发措辞严厉的文章，敦促欧盟赶紧

与美国保持一致。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之下，

欧盟该怎么办？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欧盟是俄罗斯最大的

贸易伙伴、俄罗斯能源的大买家、俄罗斯最主

要的投资来源方，而2013年欧盟对俄商品出口

额只占其总额的7%。制裁俄罗斯，欧盟虽然会

受影响，但最大的输家却必定是俄罗斯。美国

或许抓耳挠腮也想不明白（或许是不愿明白），

为什么欧盟迟迟不肯动手。

这个问题真的不难回答。世界是公平

的，有得必有失。割的不是自己的肉，美国

说起来当然风淡云轻。欧盟却要思量再三：

这个代价到底值不值得？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虽说 2013 年欧

盟对俄商品出口额所占比例不高，但是也高

达 1200 亿欧元。不得不提的是，作为欧洲最

大的经济体，德国占据欧盟对俄罗斯销售额

的 1/3，大约 360 亿欧元。而且，德国的东欧

经济关系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约有 6200

家德国企业在俄罗斯开展业务，在当地有

200 亿欧元投资，还有 30 万德国国内就业机

会依赖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

虽然美国在大洋彼岸急得跳脚，欧盟却

似乎还没有想好自己愿不愿意付出这代价。

除了考虑到自身的经济利益之外，欧盟

的犹豫和谨慎与其一直以来对乌克兰的态

度是一脉相承的。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

题上，欧盟似乎一直在犹豫。《华盛顿邮报》

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评论到，欧盟与

乌克兰的谈判曲折前进，然而，欧盟在提出

各种要求的同时却不愿真心付出，最终导致

了乌克兰此刻的乱局。扎卡里亚的语气似

乎过于尖锐了些，不过，欧盟对于乌克兰的

定位似乎还没有清晰到 28 个国家可以一致

行动的地步。

当然，也有人议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

背景下，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已经剪不断、

理还乱。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能源、资本

等与欧盟多个国家的大财团织成了一个巨

大的关系网，而这些大财团与各国政坛的紧

密联系早已众所周知。这一切，让欧盟对俄

罗斯的制裁更加缩手缩脚。

马航事件之后，美国抓住时机站上道德

高地，对欧盟的施压力度明显增加。可惜，

由 28 个完全不同的国家组成的欧盟必须考

虑清楚：对俄罗斯制裁必将付出代价，他们

究竟愿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这个代价，究

竟值不值得？

美国的压力与欧盟的算计

“歪掌柜”孙沁方的
率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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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获悉，2013 年，眼镜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销售收

入 240 亿元，同比增长率为 9.85%，实现利润总额 16.5 元，同比增长

率为 12%，毛利率为 20%，成本费用利润率为 7.4%。

本报记者 鼎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