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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播报

◆出口警示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陶瓷出口第一大国，占

全球陶瓷出口比重达到 1/3 以上。中国陶瓷在欧

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上拥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

2015 年，全球主要陶瓷市场中，美国进口陶瓷中近

24%来源于中国，欧盟进口陶瓷中 45%来源于中国。

中国轻工进出口商会副会长陈江峰透露，我国

陶瓷进出口企业有 1.5 万多家，我国日用和工艺陶

瓷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高，达到了国外市场 60%
以上的份额。2015 年，我国日用陶瓷出口额达到

70.75 亿美元，是 10 年前的 4.26 倍，20 年前的 12.94
倍，30 年前的 67.38 倍。

中国成全球
陶瓷出口第一大国

6 月 17 日至 24 日，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对塞尔维亚、波兰和

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而

就在 3 月份，习近平出访中东欧

国家捷克，开启了中捷战略合作

关系新时代。业内人士指出，在

不到 3 个月的时间内，中国国家

主席两度出访中东欧国家，这在

中欧关系史上实属罕见，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访问必将为中国—中

东欧合作注入新动力。

经贸合作不断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研究员赵俊杰认为，在中国外交

总体战略中，中东欧地区是深化

中欧关系的一块宝地，是中国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产能合

作的一个重要区域，也是中国加

大对欧投资的一大沃土。而在中

东欧国家外交选择中，中国也是

他们优先选择的经贸合作伙伴。

“在这样的相互需求中，我们看到

了中国与中东欧‘16+1’合作平台

的搭建，看到了双边经贸合作取

得的显著成就。”

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

介绍，2015 年中塞两国贸易额为

5.49 亿 美 元 ，较 2014 年 增 长

2.2% 。 其 中 ，中 方 出 口 4.2 亿 美

元，下降 2.2%；进口 1.3 亿美元，增

长 18.8%。今年 1 至 4 月，双边贸

易额为 1.76 亿美元。中国对塞主

要出口机电产品、鞋类产品、车辆

及零附件、钢铁制品、纺织品等，

自塞主要进口木及木制品、电机

产品等。截至今年 4 月底，中国

在塞累计投资 8551 万美元，塞在

华投资累计 3446 万美元。

沈丹阳指出，波兰是中国在

中东欧地区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

伴之一，近年来，两国在贸易、投

资及工程承包等领域的合作不断

取得积极进展。2015 年，中波贸

易 额 为 170.9 亿 美 元 ，同 比 下 降

0.6%。其中，中方出口 143.5 亿美

元，增长 0.6%；进口 27.4 亿美元，

下降 6.5%。波兰已连续 11 年为

中 国 在 中 东 欧 地 区 最 大 贸 易 伙

伴。今年 1 至 4 月，两国贸易额为

5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截

至今年 4 月底，波在华投资项目

数 303 个，实际投资金额 2.1 亿美

元；中国在波直接投资 3.64 亿美

元。“习主席此访既是中国外交战

略的一个谋篇布局，又是深化中

欧关系的一个重大举措。巩固传

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共享发展

成果，必将开启中国—中东欧合

作发展的新篇章。”赵俊杰说。

共享“一带一路”商机

中 国 与 中 东 欧 合 作 之 密 切

不仅体现在一串串数字上，前不

久 结 束 的 第 二 次 中 国 — 中 东 欧

国 家 经 贸 促 进 部 长 级 会 议 上 取

得 的 一 系 列 丰 硕 成 果 也 是 有 力

“ 注脚”。在“ 一带一路”建设方

面，中方和中东欧国家就发展规

划对接，深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在贸易和投资、国际产能和装备

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互

利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取得了积极成效。

沈丹阳指出，“一带一路”倡

议 自 2013 年 提 出 以 来 就 得 到 了

中东欧 16 国的普遍支持和积极

响应。由于中东欧 16 国对经济

结 构 调 整 和 基 础 设 施 升 级 有 强

烈需求，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已经

开 展 或 者 计 划 开 展 的 合 作 项 目

很多，涉及基础设施、物流仓储、

铁路、能源、通信、机械制造等多

个 领 域。“ 比 如 塞 尔 维 亚 贝 尔 格

莱德跨多瑙河大桥竣工通车、波

兰 弗 罗 茨 瓦 夫 河 道 清 淤 防 洪 工

程基本完工，匈塞铁路塞尔维亚

段 现 代 化 改 造 和 重 建 项 目 已 举

行启动仪式。再比如，塞尔维亚

E763 高 速 公 路 、马 其 顿 米 拉 蒂

诺 维 奇 — 斯 蒂 普 和 基 切 沃 — 奥

赫里德高速公路、黑山南北高速

公路、平高集团在波输变电安装

建设、塞尔维亚科斯托拉茨电站

改 造、波 黑 斯 坦 纳 里 火 电 站、匈

牙 利 物 流 园 等 项 目 ，都 进 展 顺

利。还有，黑山铁路改造项目已

经 开 工，中 匈、中 捷 先 后 开 通 直

航，中 欧 班 列 运 营 不 断 规 范 化。

相 信 随 着‘ 一 带 一 路’建 设 的 不

断推进，双方企业在中东欧国家

开 展 业 务 还 会 面 临 越 来 越 多 的

商机，并实现中国—中东欧的互

利共赢。”

从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

区的各项政策利好，到日渐成形的厦

金 生 活 圈，厦 门 在 推 动 两 岸 经 贸 往

来、人员交流更加快捷便利方面实现

了快速提升。

快速通关降低成本

中国台湾是亚热带水果的主要

产区之一。近几年来，随着两岸贸易

往 来 持 续 快 速 发 展，产 自 台 湾 的 凤

梨、芒果、莲雾等水果日益成为大陆

消费者的新宠。

“以往台湾水果到达大陆消费者手

中至少要一周时间，后来缩短至 3 天左

右，但新鲜度、口感依然会大打折扣，十

分可惜。”在厦门经营台湾水果生意十

余年的台商温仁得说，“现在，已经实现

了朝发夕至，刚摘下来的新鲜水果早上

在台湾装船，晚上就可以到达厦门，第

二天就能到消费者手中。”

大陆居民畅享台湾新鲜水果的

便利，既得益于运输条件的改善，更

得益于通关模式的改进和检验检疫

机制的创新。这种便利，既让大陆消

费者享受到了台湾水果的新鲜，也扩

大了台湾水果的进口，增加了果农收

入。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4 月份，进

口总量已经达到 2.14 万吨，月度进口

量不断创新高。

台湾水果进口量快速增加是两

岸贸易往来便利化的一个缩影。自

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挂牌

以来，厦门各有关部门积极创新，推

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两岸经贸

往来更加快捷便利。

海关和检验检疫是国际贸易通

关 的 两 道“ 大 门”。 去 年 以 来，厦 门

海 关 和 检 验 检 疫 局 在 国 际 贸 易“ 单

一 窗 口 ”基 础 上 ，进 一 步 加 大 创 新

力 度 ，加 强 合 作 ，在 全 国 率 先 完 成

关 检“ 一 次 申 报 ”、建 立 关 检“ 一 站

式 ”查 验 模 式 ，进 出 口 台 湾 货 物 通

关 时 平 均 每 票 报 关 单 缩 减 通 关 时

间一两天。

拓展新兴贸易渠道

在传统渠道更加快捷便利的同

时，两 岸 新 兴 贸 易 渠 道 也 在 不 断 拓

展。2015 年 12 月 4 日，一票经金门转

关换船而来的台北海运快递货物抵

达厦门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场等候的

厦 门 海 关 关 员 迅 速 实 施 监 管 验 放。

这标志着“厦门—台北”海运快件新

模式正式开启。

由于两岸快件业务的快速发展

和海运快件低成本优势，海运快件越

来越受到物流业的推崇。快件模式

可进一步为运营企业降低物流成本

20%以上，缩短快件运递时间至少 1
天以上。今年 1 月至 5 月，厦门海关

共监管对台海运快件 6 个集装箱 211
件 ，重 4.96 吨 ，货 值 108.5 万 元 人 民

币，对台海运快件已逐步实现常态化

运营。

作为全国自贸试验区开出的首

条中欧班列——“厦蓉欧”国际班列

运营以来深受市场青睐。4 月 24 日，

首批来自台湾高雄的外接硬盘搭载

厦蓉欧班列顺利发运，驶向 1.2 万公

里外的波兰，标志着“厦蓉欧”班列正

式拓展成“台厦蓉欧”班列。

“从台湾海运到厦门再搭乘班列

运往欧洲，运输时效比全程海运大概

节省了一半时间，成本只有空运的 1/8
到 1/7。”厦蓉欧（厦门）快铁班列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邢屹说，“首单属于

小批量试运行，在流程固化后，货量将

逐步提升。”

幸福的厦金生活圈

台湾与祖国大陆一水之隔，金门

更是和 厦 门 近 在 咫 尺，相 对 于 经 贸

往 来，两 岸 人 员 往 来 便 利 化 的 要 求

更加迫切。自 2001 年厦金“小三通”

开 通 以 来，厦 金 两 地 人 员 往 来 和 互

动越来越密切，发展至今，厦金生活

圈 已 然 成 型 。 现 在，金 门 乡 亲 从 金

门到厦门买房、问诊、会友、购物，厦

门 民 众 到 金 门 骑 行 、买 菜 刀 、住 民

宿、畅饮金门高粱酒，这已成为两地

民众的日常生活。

为进一步推动厦金区域一体化

发展，优化完善厦金“小三通”，大陆

居民赴金马澎旅游“落地签”得以全

面 实 施，大 陆 居 民 经 厦 门 赴 金 门 旅

游 出 现 了“ 井 喷”式 发 展，2015 年 同

比增长 131.3%。今年 4 月 1 日，非闽

籍 居 民 赴 台 旅 游 手 续 更 加 便 捷，只

要 在 厦 门 办 理“ 一 次 有 效 往 来 台 湾

通 行 证”，就 可 以 参 团 赴 金 门、澎 湖

旅 游，或 者 从 厦 门 参 团 乘 坐 邮 轮 赴

台湾旅游。

未来，厦门市将进一步完善两岸

直接“三通”基础条件，健全便捷两岸

往来的政策措施，提高两岸人员往来

和货物流通效率和水平，建设两岸直

接往来的综合枢纽，早日将厦门打造

成两岸交流的窗口城市。

厦门着力推动两岸经贸便利化
■ 薛志伟

1/3中国—中东欧经贸合作提速
■ 李 可

中国对蒙煤炭
进口逆势“回暖”18.8%

今年前 5 个月，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对蒙古国主

要 口 岸 进 口 煤 炭 15.8 亿 元 人 民 币 ，同 比 增 长

18.8%。对蒙煤炭进口市场一改 2015 年以来的“冷

清”态势，出现了“回暖”迹象。

呼和浩特海关官方分析指出，蒙古国煤炭进口

受年初钢铁、焦煤期货炒作影响，带动现货市场交易

有所回暖，同时受中国四大煤企自第二季度限价利

好以及蒙古国原煤持续降价影响，甘其毛都口岸焦

煤进口在 4 月份开始出现爆发性增长。

（本报综合报道）

中国与 16 个中东欧国家的

合作被称为“16+1 合作”。经过 4

年的努力，“16+1 合作”正在提

速，驶入快车道。稍微盘点一下

近期活动，就能感受到中国与中

东欧合作不断上升的热度：

这些天，习近平主席正在对

塞尔维亚、波兰进行国事访问，

此访距离习近平 3 月底对捷克的

访问，尚不足 90 天；

6 月 17 日，第三次中国—中

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河

北唐山召开；

6 月 9 日，第二次中国—中东

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在

浙江宁波召开，并同期举办了第

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

易博览会；

……

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既“门

当户对”，且“一拍即合”。中国

政府明确表示，愿同 16 国发挥各

自比较优势和产业特点，推进双

向多元的国际产能合作，支持中

东欧国家提升工业化水平，中东

欧国家也是如此。

当前，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

互 通 合 作 ，产 能 与 装 备 制 造 合

作，成为“16+1”经贸合作的新亮

点和增长点。

中东欧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

和更新的需求非常强烈。很多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建设的，亟须更新，而中

国恰恰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

面具有明显优势。双方在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和互联互通领域，开

展合作具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可以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目前

双方正在推进匈塞铁路和中欧陆

海快线项目，这是连接中东欧和

南欧的关键通道，将成为未来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互联互通合作的

重要工程。

在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方

面，中国可凭借高铁、核电等先

进制造业以及钢铁、水泥、化工

等基础工业的技术和资金优势，

对接中东欧国家大量项目建设，

通过就地建厂、共建产业园区、

商贸物流园区等模式，深化双方

产业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

扩大就业。

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经贸合作步入快车道。双方贸

易 稳 步 发 展 ，相 互 投 资 不 断 扩

大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合 作 取 得 突

破。在贸易领域，2015 年中国与

中 东 欧 国 家 贸 易 额 为 562 亿 美

元，比 2010 年增长 28%，贸易领

域 不 断 拓 展 ，贸 易 结 构 不 断 优

化；在投资领域，目前中国企业

在中东欧国家投资超 50 亿美元，

中东欧 16 国在中国投资超 12 亿

美元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合 作 项 目

清 单 越 来 越 长 ，包 括 塞 尔 维 亚

— 贝 尔 格 莱 德 跨 多 瑙 河 大 桥 、

波 黑 斯 坦 纳 瑞 火 车 站 、塞 尔 维

亚科斯托拉茨电站和 E763 高速

公路、马其顿两条高速公路、黑

山 南 北 高 速 公 路 、波 兰 弗 罗 茨

瓦河道清淤防洪工程和输变电

安装建设项目等。

在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

议后，“16+1 合作”被赋予更多内

涵。在“一带一路”60 多个沿线

国家中，中东欧国家占 1/4，是全

球新兴市场的重要板块。“一带

一路”建设不仅拓宽了沿线国家

的企业投资之路、贸易之路，也

拓宽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文

化之路和友谊之路，“一带一路”

建设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更加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提出，

要推动“16+1 合作”与“ 一带一

路”建设充分对接，构建全方位、

宽领域、多层次合作格局；同时，

“16+1 合作”也要同各自发展进

程结合起来，对接发展规划和战

略，将各自合作需求转化为看得

见、摸得着的合作项目，实现优

势互补、共同发展。

共识转化为行动，行动转化

为成果，让中国和中东欧合作惠

及更多民众，期盼“16+1 合作”开

花结果！

本报讯 新西兰环境部长尼克·史密斯近日宣

布，新西兰政府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开始禁止进口含

有石棉成分的产品。

史密斯表示，石棉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在新西

兰平均每年因工作中接触石棉而死亡的达 170 人。

2014 年，新西兰环境部曾经发布命令，禁止进

口建筑用石棉材料以及任何公众能够直接接触到

的石棉材料，但仍对一些特殊产品开禁，如密封垫

圈、刹车线等。

史密斯说，由于一些含石棉的产品用途较为

特殊，没有替代产品，因此政府将在极有限的范

围内授予进口许可，但进口商必须证明这种产品

没有替代物，同时不会造成使用者直接接触石棉

的风险。

史密斯认为，涉及需要含石棉产品特殊进口许

可的个人和组织不会太多，主要是老式机械、小型

古董飞机和船只维修等行业。

据了解，对于新西兰市面上仍在使用的含石棉

产品将根据相关规定逐步淘汰。 （宿 亮）

新西兰将禁止进口含石棉制品

本报讯 欧洲议会下设的健康委员会 6 月 15 日

通过一项决议，寻求禁止有咖啡因的含糖能量饮料

在广告中使用“提神醒脑”等用语，以期减少青少年

的摄糖量。

致 力 于 推 动 这 一 禁 令 的 欧 洲 议 员 克 里 斯 特

尔·沙尔德莫斯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能量饮料不

光含有咖啡因，还含有大量糖分。我们认为这类

饮料不应该使用任何声称有助身体健康的广告用

语。”这项决议说，青少年是能量饮料最大消费群

体，68％的青少年和 18％的儿童经常喝能量饮料，

而能量饮料与青少年儿童的头疼、睡眠问题以及

行为障碍有关。

一罐能量饮料的含糖量最高可达 27 克。科学

研究表明，摄入糖分过量会导致肥胖、牙齿受损以及

一系列其他健康问题。欧洲 11 岁儿童中每三个人

中就有一个人超重或肥胖。沙尔德莫斯说：“不是说

成人不能喝咖啡或能量饮料，我们只是不想帮饮料

公司凭借有助健康的广告语而赚很多钱，那些所谓

的保健功能并不适合于孩子们。” （王逸君）

欧盟拟禁能量饮料广告
使用“提神醒脑”等用语

第三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

方领导人会议食品农产品质量安

全与国际贸易发展论坛日前在河

北省唐山市举办。记者从论坛上

了解到，近 10 年来，中国与中东欧

国 家 食 品 农 产 品 贸 易 年 均 增 长

17%，2015 年达 15.58 亿美元，合作

前景广阔。

中东欧国家处于欧洲东大门，

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数

量 占“ 一 带 一 路 ”沿 线 国 家 的 1/
4。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经济互补性

强，在食品农产品方面契合度高。

中国是当前世界上重要的食品农

产品进出口国，中东欧国家普遍以

农业见长，盛产食品农产品，品种

丰富多样，各具特色。

据了解，2015 年，中国共完成

了对 9 个中东欧国家 12 种产品的

准入程序，推进 8 个中东欧国家 6

种产品的准入进程。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吴清海

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为

保证食品农产品产业和贸易的持

续健康发展和质量安全保障，中

国与包括中东欧国家在内的世界

各国不断加强交流合作，迄今与

中东欧国家已签署 108 份质检合

作文件，其中 2012 年以来新增签

署 28 份。

与 会 代 表 认 为，中 国 — 中 东

欧食品农产品合作前景广阔，加

强交流合作是多方共赢的必然选

择。将来，各方应以共赢为目标，

持续保持中国—中东欧农产品贸

易发展活力，健全合作机制，提高

合作水平，加强监管合作，为在此

领域开展更广阔的国际合作创造

更好的发展环境。

（李俊义 高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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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阳

中国与中东欧
食品农产品贸易年均增长17%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宣布，自 6
月 20 日起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

人民币对南非兰特直接交易。

包括南非兰特在内，人民币已

实现与11种货币直接交易。其他10
种货币为：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林

吉特、卢布、澳元、新西兰元、新加坡

元、瑞士法郎。

在遵循市场原则的基础上开

展人民币对南非兰特直接交易，这

是中南两国共同推动双边经贸关

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人民币与南非兰特直接交易，

可以促进中国与南非之间的双边

贸易和投资，便利人民币和南非兰

特在贸易投资结算中的使用，满足

经济主体降低汇兑成本的需要。

中国央行表示，开展人民币对南非

兰特直接交易，有利于形成人民币

对南非兰特直接汇率，也有利于加

强两国金融合作，支持中南之间不

断发展的经济金融关系，央行对此

予以积极支持。

（魏 伟）

人民币已实现与 11 种货币直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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