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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月 23日，新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
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此举无疑将对参与 TPP 的
其他11个国家，以及亚太区域经贸
与地缘政治的下一步发展产生巨
大影响。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
在当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一行政命令标志着美国贸易政
策进入了新时期。

虽然美国退群了，但群内的其他
小伙伴却并不想因为“老大哥”的退
出而解散。新西兰贸易部部长托德·
麦克莱2月8日表示，“说TPP已经终
结还为时尚早，在排除美国的情况下
推动TPP也是选项之一。”他透露新
西兰的TPP国内批准程序已接近完
成。除已宣布退出TPP的美国之外
的11个国家的部长拟于3月中旬聚
首智利，正式展开应对磋商。

TPP一度被称为“经济北约”，

所以，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
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看来，

“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TPP，实则给
中国送了份‘大礼’，中国省去了应
对的麻烦”。

另外，美国退群了，中国是否
可以考虑加入呢？

日 前 ，中 国 与 全 球 化 智 库
（CCG）发布的《中国外交进入新方
位，可考虑加入TPP》报告提出，美
国退出 TPP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
为中国加强亚太地区合作对话、改
善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的一个机
遇。中国可以将加入 TPP 作为当
前经济外交的重要抓手，抓住时机
尽快加入TPP。

当下的WTO多边贸易体系因
在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等方面
难以弥合各国分歧而陷入僵局。很
多国家转而通过建立大量的区域贸
易协定或双边贸易协定来解决贸易

需求。FTA（自由贸易协定）涵盖的
内容也由货物贸易扩展至服务贸易、
投资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劳动
政策等，其自由化程度和标准甚至高
于WTO，极大地促进了区域贸易的
发展。TPP以其成员国家多、覆盖领
域广和贸易标准高等而被称为高水
平的FTA和“迷你WTO”。

报告指出，中国与对外已签署
自贸协定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全球
贸易总额比重尚不足 27%，而发达
国家的这一比率一般在 50%以上。
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未来要继
续推动全球化，积极同周边国家商
建自贸区以形成实现全球自贸区网
络布局是必要之举，而加入和推动
TPP将是一个“双赢”选项。

美国退群，让小伙伴们内心很
复杂，有的仍对 TPP 抱有期望，但
更多的开始转向重视中国在亚太
地区经贸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希望

中国加入TPP。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在 2015

年 10 月就 TPP 谈判基本达成协议
一事表示，“若中国将来加入TPP，
将有助于日本的安全和亚太地区
的稳定，并增强该协议的重要战略
意义”，对中国加入TPP表示欢迎。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和安倍
就TPP做过交流，表示要挽救TPP，
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
TPP。特恩布尔表示，“TPP失去美
国是一个巨大损失，这一点毫无疑
问……但我们不会就这么放弃对澳
大利亚就业岗位的承诺。”他表示欢
迎中国加入TPP，对中国取代美国
加入TPP应持开放态度。这也反映
了部分美国的盟友对其自身切实利
益的考虑。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乔博
也表示，澳大利亚希望中国和其他
亚洲国家加入以挽救TPP。

智利也在近日提议与 TPP 成

员国及中国和韩国举行会议。智
利外交部部长穆尼奥斯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该倡议得到了各国高
层领导的积极回应。

越南和马来西亚作为另外两
个较大的TPP成员国，也希望本国
的制造业能够受益于该协定。但
部分成员国已经不在公开场合预
期TPP能够起死回生，不把TPP作
为对外经济关系的必选项，有的明
显开始转向中国，有的明确表示要
加入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中国是重要成员国）。

由此可见，在亚太国家寻求区
域经济安排升级，并对中国的参与
抱有积极、开放态度的情况下，中国
应该抓住此时机参与TPP谈判，通
过经济外交促进各方在共同利益的
基础上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增强
互信，改善政治关系，同时促进TPP
回归其经济治理机制的本质。

TPP朋友圈对中国抱有期许
■ 本报记者 苏旭辉

2017年中国外贸在几年少有
的火热中开场，但寒意犹存。

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1月
中国进出口总值超过2万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19.6%，单月增速创多年
来新高，被市场人士称为“爆发式增
长”。其中，出口1.27万亿元，增长
15.9%；进口9111.7亿元，增长25.2%。

中国外贸“开门红”直接得益
于外需改善。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
所副所长白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从 1 月韩国、越南等地出口同
比增速均处于高位来看，近期国
际市场正在整体回暖。

这与发达经济体经济状况逐
渐好转有关。当前，欧元区经济
正稳健复苏，2016 年 GDP 增速达
1.7%，自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
来经济增速首次超过美国；美国
经济也呈向好态势。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
认为，除外需回暖外，上年同期基数
较低也使1月外贸数据远超预期。
据官方数据，2016年1月中国进出
口总值同比下降9.8%，出口、进口降
幅均达两位数。此外，中国国内经
济逐步企稳也有利于外贸增长。

但寒意并未完全消散。世界
经济复苏依然“跌跌撞撞”，外需
今后能否持续强劲还有待观察。

尽管据世界银行预计，2017年

全球经济前景将略有好转，但在分
析人士看来，考虑到特朗普治下的
美国经济政策走向尚不明朗，加之
欧盟多个成员国今年将迎来大选，
主要经济体政策的不确定性将给
世界经济增长蒙上阴影。

此外，逆全球化思潮仍在潜滋
暗长，贸易保护主义阴霾越发浓
重，也给中国外贸带来寒意。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最新一期
报告中，将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列为
2017年全球经济的头号风险。

从 1 月数据来看，中国对美
国、欧盟贸易顺差较上年同期分
别扩大 8.2%和 11.8%。“相关经济
体对华贸易逆差扩大会使中国进
一步承压。”白明说。

在此情况下，作为近年来全
球遭遇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
家，中国 2017 年面临的贸易摩擦
形势或将更加严峻。中国商务部
数据显示，新年伊始已有2个国家
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

外贸形势虽乍暖还寒，但中
国外贸的“抵抗力”已今非昔比。

过去一年来，中国的自由贸易
伙伴国数量增加，地域扩展，逐步
搭建起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口较快
增长，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大增长
点。这都有助于中国外贸企业实
现多元化发展，分散风险。

2017年中国外贸火热开场
■ 李晓喻

英国市场调查机构马基特公
司日前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在继续
作为采购目的地的同时，“已不再
是廉价外包业务的对象国”，而“一
跃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这改
变了长期以来外界认为的中国“世
界工厂”的印象。

“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进口了从铝到微芯
片的大量原材料和零部件，并加工
成苹果手机、乔治·福尔曼炙烤炉
等成品售向全世界。”美国《华尔街
日报》报道说，多年来，这种进出口
模式带动了全球贸易的繁荣发展，
使得中国成了最重要的出口目的
地之一。如今，掌控更大部分全球
供应链的中国正使全球贸易模式
发生转变。

马基特公司这份名为《全球采
购调查趋势》的报告，基于针对全
球采购活动和采购主管进行的年
度调查，旨在对全球风险环境和采
购趋势进行评估，在业内具有较高
的权威性、说服力和实用性。报告
指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
持续走强，已经跨越了低成本供应
商的“传统角色”。

出于对成本等因素的多方考
量，多年来，全球大型企业一直增
加在中国的制造业务的份额，利用
中国极具竞争力的劳动力价格优
势，赚取更大的商业价值，谋求更
多的增值空间。然而，随着中国综
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以及人民生活
水平的持续提高，中国劳动力工资
水平持续上涨，这在客观上降低了
中国对成本敏感企业原有的吸引
力，中国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优
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弱。

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显
示，与 2006年相比，中国居民的平
均工资已翻了一番。渣打银行全
球题材研究主管祈文礼把中国制
造业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视为一
种“颠覆性趋势”。

英国威斯敏斯特商学院国际

贸易系教授罗伯茨对马基特公司
的报告“充分认可”。他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外界应该重新评估中
国，纠正以前形成的对中国的旧概
念，重新评判和审视中国在全球供
应链、产业链中的角色定位及发挥
的重要作用。在罗伯茨看来，中国
这个曾经的“世界工厂”在全球供
应链和产业链中的位置正在前移。

渣打银行此前公布的一项研
究称，未来 10年里，全球供应链性
质的改变将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身为最大全球供应链源头的中国，
将剥离很大一部分低成本制造业。

在祈文礼看来，东盟和印度很
可能将从此次低成本制造业迁移
中获益，孟加拉国和非洲也将分得
一杯羹。中国重新获得基础设施
建设空间，同时成为东盟等经济体
的装备、器材供应方。

中国拥有顶级的基础设施、技
能熟练的劳动力以及依靠工艺创
新蓬勃发展的工厂。一直以来，它
们深深嵌入“亚洲工厂”这个庞大
的供应链之内，能够将来自世界各
地的零部件与原材料顺畅地组装
起来，并根据全球消费者变化莫测
的口味迅速做出调整。美国彼得
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
朗夏尔毫不讳言，现在全球供应链
主要集中在中国。如果一家美国
工厂从中国撤出，就有可能导致其
整条供应链崩溃，这种情形对美国
企业将是灾难性的。

现在，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机
遇与活力，创造了大量就业，也盘
活了部分过剩产能和闲置资产，改
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为国内外投资
者提供了新的市场机遇。波士顿
咨询公司在 2016年发布的一项报
告中分析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制造
中心，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工业4.0新技术将成为
制造业提升效能的关键。

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心
■ 黄培昭

近期，中国驻埃及使馆集
中接到中国公司多起投诉，主
要涉及埃及公司在贸易过程中
恶意拖欠货款、赖账或进行经
济诈骗活动，给中国公司造成
严重经济损失。

2016 年初，由于埃及外汇
短缺，埃政府通过提高进口关
税增加财政收入，限制外汇支
出。同时，由于埃镑大幅贬值
和进口商购汇困难，使得进口
商进口成本和费用增加，利润
空间大大缩水，绝大多数公司
出现了亏损，经营困难，一些非
正 规 公 司 将 损 失 转 嫁 给 出 口
商，出现拖欠货款，或赖账、不
付款的情况。中国驻埃及大使
馆经商参处特提醒中国公司在
与 埃 商 交 易 中 谨 慎 选 择 进 口
商，与正规公司或长期合作的
信誉好的埃及公司合作，同时
严格把握支付条款，做好风险
防控，避免遭受经济损失。

2016年11月，埃及实行了浮
动汇率，贸易中的汇率风险将有
所缓 解 。 但 由 于 外 汇 来 源 有
限，各种限制进口的措施仍将
继续。 （驻埃及使馆经商处）

对埃及出口谨防收汇风险

◆贸易预警

据《赞比亚时报》报道，近
期，新开业的赞比亚恩多拉中国
批发城流入大量进口廉价商品，
如花生等农产品、床垫等工业制
成品以及建筑材料等。

赞比亚商贸工部公共关系
官员古德弗里达·昌达接受采访
时表示对相关报道很失望。她
说，赞政府支持外资企业在各经
济领域的投资，带动本地就业。
但也敦促从事批发和零售的外
商能够遵守政府相关法令，售卖
更多本地生产的商品，支持本土
制造业发展。

（驻赞比亚使馆经商处）

赞比亚敦促多销售本地货

据塔吉克斯坦央行消息，塔
境内正规银行服务机构之外的
外币交易属于违法行为。

目前，塔本国货币市场操
作在央行等机构监控下有序进
行，各信贷机构有足量现金来
进行货币兑换业务。塔央行提
醒，在正规银行服务机构以外
进行外币兑换将被视为违法行
为，买卖双方将承担同等责任，
包括刑事责任。当前索莫尼官
方汇率为 1美元兑 7.93索莫尼。

（驻塔吉克斯坦经商参处）

塔吉克斯坦禁黑市外币交易

除海南外，全国 30 省区市的
2017 地方两会目前已陆续召开。
会议期间，自由贸易区话题延续前
两年的热度，引来各省区市代表委
员的热议。

“老”自贸区推广试点经验

自上海自贸区设立起至今已 3
年有余，4个“老”自贸区在投资、贸
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方面
进行了大胆探索，形成了新一批改
革创新成果。据各地《政府工作报
告》透露，天津自贸区有9项制度创
新成为国家复制推广试点经验，福
建自贸区有 17 项创新成果在全国
复制推广，广东自贸区形成第二批
39项改革创新经验并复制推广，上
海自贸区已有累计 100多项制度创
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

新的一年，继续复制推广经验
成为4个“老”自贸区的重点工作并
被写入本地《政府工作报告》。

上海明确要更好地发挥自贸试

验区的示范引领作用，着力加强全
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各项措施的
系统集成，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推
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天津表示将深
化自贸试验区改革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主动向京冀地区延伸服务；福建
将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
衔接的制度体系；广东提出要主动
对标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体
系，深化重点领域制度创新。

“新”自贸区重视制度创新

与设立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
主要起自贸区建设示范带动作用的
第一、二批自贸区不同，中央于2016
年设立的第三批7个自贸试验区（辽
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
西）主要位于我国中西部、东北部，
更注重打造区域的带动龙头。第三
批7个自贸区的建设与“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紧密结合。
例如，河南省主要着力建设服务于

“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

纽；湖北省主要发挥其在实施中部
崛起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中
的示范作用；四川省主要是打造内
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实现与沿海沿
边沿江协同开放；陕西省主要是探
索内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
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

据 2017 年各地《政府工作报
告》透露，新设立的7个自贸区将进
一步加快建设步伐，其中，制度创新
成为新自贸区建设的重点。河南表
示将重点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投资
和金融领域开放等制度创新，力争
在多式联运方面率先突破；湖北明
确将以制度创新为着力点，把自贸
区建成湖北改革开放新标杆；重庆
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探索
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
化等新的体制机制；陕西将突出制
度创新，创造具有陕西特色的实践
经验，打造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
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发
展。 （唐嘉艺)

地方两会聚焦自贸区：四老带七新

2月7日，央行公布，1月份我国
外汇储备规模 29982.04 亿美元，较
2016 年 12 月的 30105.17 亿美元减
少了 123.13亿美元。这是自去年 7
月以来外储连续第7个月缩水，并创
下2011年2月以来新低。“破3”的现
实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保汇率还是
保外储”的争论在学界日趋白热化，

“资本外流”的担忧则在市场传递与
蔓延。外汇储备跌破三万亿美元的
国民心理防线，是否真的不乐观？
人民币汇率走向是否生变？对此，

《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
金融研究院教授陈学彬。

“首先，在人民币汇率震荡贬值
的背景下，资本外流是不可能完全
避免的。在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
资本的外流必然导致外汇储备的减
少，不管央行是否直接在外汇市场
干预汇率。”陈学彬解释说，央行直
接干预，将直接减少外汇储备；央行
不直接干预，但如果资本外流，商业
银行在市场上的售汇大于结汇，差
额必然向中央银行购买，也会造成

外汇储备的减少。
“其次，在人民币有贬值预期

的情况下，企业、个人和银行都可
能增加购汇，减少结汇，增加持有
或至少不会减少持有外汇资产，导
致外汇市场供不应求。其结果，一
方面是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另一方
面，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进一步减
少。”陈学彬说，这是当前结售汇制
度安排的结果。

因此，“保汇率还是保外储”是
个伪命题。不管央行是否直接干预
（保汇率），只要人民币贬值趋势存
在、贬值预期存在，外汇储备的减少
就不可避免。这与资本自由流动，
没有结售汇制度的国家是完全不同
的影响机制。在这类国家，由于没
有结售汇制度的约束，央行不干预
市场，市场需要自我平衡。当本币
贬值的时候，央行不干预，外汇储备
就不会减少，外汇市场供求只能通
过本币的进一步贬值来实现。但
是，在有结售汇制的国家，央行即使
不直接干预，市场供求的失衡也会

反映到外汇储备的变动上。
“在当前的结售汇制度下，加强

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严格限制套汇
行为是必要的。央行在必要的时候
进行适度的外汇市场直接干预，稳
定汇率，降低人民币贬值预期也是
必要的。”陈学彬表示，新年伊始，个
人 5 万美元新的购汇额度打开，在
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可能产生购汇
高峰，加速人民币贬值。因此，严格
结售汇制度的执行，同时央行进行
适度的外汇市场干预，稳定汇率和
稳定预期是必要的。

“去年年底以来，特朗普政府刺
激美国经济的政策、美国经济的复
苏以及 12 月的加息政策使得美元
指数进入强势上升区间，给人民币
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贬值压力。”陈学
彬预测，2017 年，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也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震荡，波
动空间在6.8-7.3之间。

对于2017年影响人民币汇率走
向的因素，陈学彬认为，在人民币参
考一篮子货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决定人民
币汇率的既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
素。内在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货币投放过多、贬值预期上升；外在
因素在于美元的加息、升值和其他货
币的贬值。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上台后，加深了政策不确定性，欧洲
多国选举，退欧派势力上升，这些都
会引发美元以及其他货币的波动，最
后影响人民币汇率震荡行情。

在人民币正式纳入 SDR（特别
提款权）之后，伴随着资本市场进
一步开放，人民币正在经历来自国
际市场风雨的洗礼。陈学彬表示，

“人民币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是我国
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中长期目
标。推动人民币市场化、国际化的
目的是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它
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我们不能舍
本求末，本末倒置，急于求成。否
则，必然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
利冲击。特别是在目前逆全球化
浪潮上升的时候，人民币的国际化
更需要谨慎推进。”

“保汇率还是保外储”是个伪命题
■ 本报记者 陈璐

2月10日，访华的空中客车公
司CEO托马斯·恩德斯参加了中国
公司2017年年会。与一些企业看
衰中国市场不同，空中客车公司对
于中国航空市场始终注入热情。
空中客车相信中国在10年内将成
为全球最大的空中交通运输量来
源地，以及空客最大的市场，预测
中国未来20年将需要近6000架飞
机，总值约9450亿美元。

中新社发 章轲 摄

空客看好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