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商情

世界银行最近发布《大宗商品
市场前景》报告预测，能源类和非
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2017 年
将分别上涨 26%和 3%。今年全球
农产品价格指数保持稳定，能源、
金属等工业类大宗商品在 2016 年
或已触底，预测2017年由于需求旺
盛和供应紧张而大幅上涨。

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
后，大宗商品价格在国际市场遭遇
沉重压力。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全
球投资增长速度从 2010 年的 7.1%
到2015年骤降至1.6%，使出口大宗
商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遭受重创。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
局长阿伊汗·高斯说：“公共和私人
投资疲弱，制约了出口大宗商品的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很多
经济活动。”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好
转，大宗商品在2016年打了一个翻

身仗。彭博商品指数曾在 2015 年
大跌近 25%，创下该指数 2008年以
来最糟糕年度表现，而到了2016年
12月中旬，该指数年内上涨 11.5%，
实现下 6 年内首次年度上涨，与
2015年形成鲜明对比。

2017年以来，大宗商品表现更
加亮丽。国际原油价格在 55 美元
每桶左右徘徊，分析预计，今年有
望突破 60 美元每桶。黄金、白银、
银矿石以及锌、铜等产品价格均呈
上涨趋势，尤其是锌和铜价格蹿
升，涨幅均超11%，成为进入新年来
表现最佳的大宗商品。伦敦金属
交易所（LME）期铜 2 月 13 日触及
每吨 6204美元，创下 2015年 5月以
来的最高价格水平。

近期，全球重要的两大巨型
铜矿“生产动荡”进一步刺激大宗
商品价格上涨。日前，澳大利亚
必和必拓公司旗下的全球最大铜

矿智利埃斯康迪达工人罢工，必
和必拓方面宣布为确保罢工期间
的安全，该矿已停止生产。就在
埃斯康迪达铜矿发生罢工的同
时，全球第二大铜矿也出现了大
麻烦。美国自由港麦克墨伦铜金
公司旗下的印尼格拉斯伯格铜矿
的出口出现了中断。高盛集团在
最新研报中称，埃斯康迪达铜矿
停产 20 天、格拉斯伯格铜矿出口
推迟一个月，将导致铜供应减少
约 10 万吨。全球两大产铜巨头出
现麻烦，无疑会造成供应紧张，引
起国际铜价上涨，同时刺激其他
大宗商品价格走强。

就长期因素而言，中国经济对
拉动大宗商品需求上涨起了重要
推动作用。2016 年中国经济稳步
增长，2017年开年之际多项经济数
据向好为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注入
强心剂。瑞士银行财富管理大宗

商品主管斯奈德表示，中国经济企
稳及美国工业生产复苏成为大宗
商品价格持续恢复元气的重要
原因。

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特朗
普入主白宫，宣布将放松对金融业
的管控、推行大幅减税和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增强了国际大宗商品市
场长期利好的势头。目前美国经
济基本面不错，2016年第三季度美
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3.5%，创下两
年来的新高；失业率去年11月和12
月分别为 4.6%和 4.7%，接近充分就
业水平；个人消费也在抬头，房产、
汽车销售市场都呈旺市。加之美
元走强、利率较低等多重因素，美
国经济拥有稳步复苏的后劲。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虽说在
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
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建立
美墨两国边境墙、“禁穆令”等一

系列问题上引起了不少批评，但
其大幅减税和加大基建投资等政
策却受到欢迎。特朗普近日在会
见航空业高管时表示，将在未来
两三周内宣布一份全面的税改计
划。其他经济刺激政策也将逐步
展开，尤其是 5000 亿美元的基建
投资计划。该计划一旦启动，无
疑会对大宗商品价格产生影响。
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将直接扩大对
大宗商品的需求，尤其是钢材、有
色金属、建材、塑料化工等产品。

业内专家认为，除中国和美国
外，欧洲和日本经济也出现改善势
头，2017 年全球经济形势有望比
2016年大幅改善。只要第一、第二
大经济体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会保持涨势；如
果欧洲以及其他经济体也能“添一
把柴”，2017 年大宗商品之火还会
烧得更旺。

世行报告预测：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走强
■ 王如君

巴西是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
口国，中国则是巴西农产品的最
大进口国。2016年，巴西对华出
口农产品总额达到208.3亿美元。

虽然中国是巴西大豆的最主
要买家，但中巴大豆交易往往要通
过国际粮商完成。“我们希望能够
探索新的大豆交易方式，使中国企
业能够直接从巴西大豆种植户手
中购买大豆，减少交易环节，降低
交易成本。”巴西农业部联邦区农
业事务主管贝尔纳多·内图说。

据中国酉星贸易有限公司总
经理冯波介绍，由于巴西的大豆产
业主要被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邦
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国际四大粮商
控制，目前中国购买巴西大豆主要
有两条渠道：一是从四大粮商处购
买，这也是目前中巴大豆贸易的主
要渠道。另一条渠道是一些中国
企业通过收购当地仓储、物流企
业，实现从大豆农户手里直接购
买，“但这就对中国企业的融资以
及抗风险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是否还有其他路径呢？巴西
农业部和中国酉星贸易有限公司
提出构想：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和
巴西国有企业合作，通过它的仓
储、物流等机构，实现从大豆种植
户手中直接购买大豆。“并不是每
个中国大豆进口企业都有实力在
巴西投资购买仓储、物流等企业，
通过与巴西国有企业的合作，我
们可以借助其在当地的营销、仓
储网络，完成购买、仓储、运输整
个环节。”冯波说。

米纳斯仓储公司位于巴西大
豆主产区之一的米纳斯吉拉斯州，
该公司与中国厦门建发集团初步
达成合作意向，首批试交易 1000
吨大豆。按照内图和冯波的计划，
中巴在大豆交易方面的合作在未
来可以走得更远，“我们希望通过
米纳斯仓储公司搭建一个贸易平
台，除了大豆贸易以外，我们还希
望将中国的化肥、农药以及农业机
械等引入巴西市场。”冯波说。

本月初巴西车辆制造商协会
公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 1
月，巴西农业机械销售额较去年
同期大幅提高，国内市场的销售
额增长了74.9％。与销售额一起
增长的，是巴西市场农业生产资
料的价格。米纳斯吉拉斯州种植
户罗德里格·阿鲁达拥有 570 公
顷的农田，他告诉记者，“与 5 年
前相比，现在的农业生产资料价
格几乎是过去的两倍。”

“如果我们能够搭建一个贸
易平台，中国企业可以将化肥、种
子等农资材料销往巴西市场，对
于中企来说，开拓了巴西广大的
农资市场；而对于巴西中小农户
来说，来自中国的农资产品性价
比高、更新换代快，可以降低生产
成本。”内图说，为了促进中国农
资企业进入巴西市场，巴西农业
部承诺给予中国企业一些进口
税、进口许可等方面优惠政策。

中国巴西搭建
大豆交易新平台

■ 侯露露

记者从厦门自贸区管委会了
解到，近日，厦门自贸区管委会联
合市建设局、市金融办及厦门保监
局发布《建设工程保险制度试点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以保险为敲门砖，率先全国运用保
险机制对工程管理制度进行全面
创新。

此次《暂行办法》试点险种包
括建设工程合同保证保险(包含建
设工程投标保证保险、建设工程农
民工工资保证保险、建设工程合同
履约保证保险)、建设工程质量保证
保险、建设工程职业责任保险(包含
建设工程勘察责任保险、建设工程
设计责任保险、建设工程监理责任
保险)三个大类七个险种，全面接轨
国际规则。

管委会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以

建设工程合同保证保险为例，此前
在工程建设领域主要的保证方式
是采用保证金或银行保函。引入
保险机制后，保险费用与现金、银
行保函相比更具优势，且不占用企
业的银行授信额度，降低企业的资
金成本。

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如此一来，可以使政府
摆脱保证金“管理员”的身份，集中
资源开展事中事后监管，提升社会
治理水平。同时，该制度也可以减
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建立
与国际接轨的建设工程保险制度，
发挥保险在事前风险预防、事中风
险控制、事后理赔服务等方面的功
能优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同样，在建设工程质量领域，
《暂行办法》明确引入保险机制。

就像为车购买保险一样，由施工承
包人就其建设工程向保险公司投
保，广大业主成为保险受益人。一
旦建设工程发生质量问题，业主可
以直接向保险公司报案，由保险公
司提供资金并介入后续维修处置。

此外，《暂行办法》还明确了
建设工程职业责任保险。参与工
程建设的勘察、设计、监理单位若
由于疏忽行为、错误或过失行为
而引发工程质量事故造成物质损
失，依法应由其承担的经济赔偿
责任，可由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
定负责赔偿。

记者了解到，《暂行办法》在厦
门自贸片区内先行试点，下一步将
发挥自贸区溢出效应，逐步推广到
厦门全市。

(陈悦 崔昊)

厦门自贸片区率先试点建设工程保险制度

近 日 欧 洲 钢 铁 游 说 组 织
Eurofer 称，欧盟从伊朗进口的钢
铁量在 2013-2016 年间增长了近
八倍，成为欧洲钢铁厂商的又一
威胁。

Eurofer 指出，欧洲从伊朗进
口的钢铁增至略高于 100万吨，进
口量仅次于自印度的 190 万吨以
及自中国的 570 万吨。“来自伊朗
的威胁是新发生的，将成欧洲钢铁
厂的三大威胁市场之一，即中国、
印度和伊朗，”Eurofer的对外关系
和贸易负责人Karl Tachelet说。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伊朗寻求
在外国合作伙伴的帮助下提振钢
铁行业。伊朗在 2015年与六大国

达成核协议，以换取解除其所受到
的制裁。但伊朗政府曾表示，正在
考虑效仿印度对铁矿石征收出口
关税，从而增加国内钢铁厂商的廉
价原材料供应。Eurofer称这相当
于是保护主义，Eurofer 所代表的
产业必须进口该国铁矿石。

此外，2月15日也就是伊朗为
期两日的钢铁会议之后，伊朗称其
希望到 2025年之前每年出口钢铁
2000 万—2500 万吨，并将总产量
从当前估计的 1600 万吨提高至
5500 万吨。目前，欧盟正在调查
有关塞尔维亚、伊朗、巴西、俄罗斯
和乌克兰生产商涉嫌倾销热轧钢
案件。 （驻德国经商参处）

欧洲钢铁行业警惕来自伊朗的新威胁

2017 年，世界经济新旧矛盾
将进一步激化，世界贸易仍将在低
谷徘徊，并呈现出两大趋势。

一是世界经济增速难以大幅
回升。

世界贸易与世界经济增长之
间有着密切联系，较快的经济增长
通常伴随着更快的贸易增长，反之
亦然。2016 年，世界经济增长持
续放缓制约了贸易的增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
经济增速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增长
率出现同步下滑，从2010年的14%
下降至 2011 年的 5.5%、2012 年的
2.5%、2013年的3%、2014年的2.5%
和 2015年的 2.8%。根据国际贸易
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
织（WTO）预测，2016 年全球经济
增速为3.1%，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
预期为1.7%，均低于2015年。IMF
对贸易增长放缓原因的模型估值
和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复苏乏力是
全球贸易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与
2003 年至 2007 年相比，2012 年以
来实际贸易增长下降的四分之三
归因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

根据 IMF和WTO预测，2017
年世界经济增长为 3.4%，全球贸
易增长预期为 1.8%至 3.1%，好于
2016 年。不过，一些制约世界经
济增长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
得到根本解决，全球政治不稳定风
险将继续释放，新矛盾和新问题还
将涌现，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并不明
朗，全球贸易回暖幅度有限。

二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或愈
演愈烈。

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低迷相
伴相生，互为因果。国际金融危机
后，迅速升温与扩散的贸易保护主

义，是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主要根
源之一，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反过来
又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加强。

有数据显示，从2008年10月到
2015 年底，全球总共推出了超过
5000项贸易保护措施。除了关税壁
垒、禁令和配额等传统贸易保护手
段外，出口鼓励政策、紧急贸易救
助、政府采购优先权、政府补贴及本
地化要求等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和措
施层出不穷，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
家已经成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
要国家。今明两年，一些国家非理
性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粉墨登场。

中国一直以来饱受贸易保护主
义之苦，已连续21年成为全球遭遇
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0年
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
家，涉案损失每年高达数百亿美元。
据统计，2015年中国共遭遇来自22
个国家(地区)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
85起，涉案金额80亿美元。2016年
前三季度，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来自
21个国家（地区）发起的91起贸易救
济调查案件，同比上升44%；涉案金
额109亿美元，同比上升90%。在世
界经济低迷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背
景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愈演
愈烈，这将给全球贸易和中国贸易增
长带来巨大挑战。

受全球市场萎缩影响，近年来
我国进出口增速也出现下滑，但我
国外贸正在进入质量和效益提升
的增长新阶段。未来，中国仍然会
是世界贸易增长的稳定力量。

总体上看，中国出口在世界贸
易市场上的份额比重不断提升，从
2013 年的 11.2%上升至 2014 年的
12.4%，再上升至 2015年的 13.8%，
连续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世界贸易将呈两大趋势
■ 颜少君

意大利统计局（ISTAT）日前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意大利贸易
顺差达 520 亿欧元，创历史新高，
2015年则只有420亿欧元。意大利
成为仅次于德国（2570亿欧元）、荷
兰（600亿美元）的欧盟第三大贸易
顺差国。来自亚洲的需求增长是贸

易顺差大幅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意大利对日本的出口同比增长了近
10%，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超过 6%。
最受欢迎的产品包括奢侈品、食品、
汽车和精密机械。欧盟委员会预
计，意大利今明两年经济增速分别
为0.9%和1.1%。（驻德国经商参处）

亚洲需求增长促使意大利
2016年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

据《印度教徒报》2月16日报道，
得益于工程和石油等主要行业的良
好表现，印度货物出口连续,5个月正
增长，1月出货量同比增长4.32%，出
口额达221亿美元。印度出口组织
联合会（FIEO）主席拉罕（S.R.Ral⁃
han）表示，受全球贸易疲软的影响，
预计印度2016—2017年货物出口额

约2700亿美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货币政策波动和全球经济发展的不
确定性因素，对2017年印度出口带
来挑战。印度商工部数据显示，1月
印度进口额达319亿美元，同比增长
10.7%，创5个月来新高；贸易赤字增
加到了98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76
亿美元。 （驻孟买总领馆经商室）

印度货物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

现在，大家都希望轻点鼠标就
能搞定一切，但是，企业财资主管进
行国际汇款业务时，却不知道要花
费多长时间、多少费用，才能保证资
金安全到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新的银行间跨境支付项目 SWIFT⁃
gpi（Global Payments Innovation，简
称SWIFTgpi）应运而生。

2 月 16 日，银行间的国际合作
组织 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
讯协会）在北京举行了全球支付创
新项目（gpi）投产发布会。gpi项目
由SWIFT组织发起、全球大型银行
参与，通过建立银行间 SWIFTgpi
业务圈，遵循共同设计的业务规则，
实现资金当日到账、收费透明、汇款
状态可跟踪、汇款信息完整传递，大
幅提升客户的国际支付体验。

创新之火全球燎原

目前，全球大多数通过传统银
行实现的跨境汇款依赖的都是
SWIFT 提供的基础设施和服务。
SWIFT的会员包括200多个国家的
超过 11000 家金融机构，连接全球
近 120 个支付清算系统，为全球用
户提供报文传输、网络连接、标准和
业务应用服务，是全球跨境支付业
务的重要通讯渠道，也是人民币海
外支付的主要通道。正因为如此，
对于跨境支付中存在的时间久、信

息不透明、安全有隐患等问题，
SWIFT 可以作为协调方来组织银
行共同应对。

对于银行来说，随着企业的国
际贸易投资合作日益增多，也绝对
不会忽视跨境支付业务的利润空
间。根据麦肯锡发布的《2016全球
支付：尽管时局动荡，基石强劲不
变》，跨境支付交易量占全球支付的
不到 20%，但交易费占到了全球支
付交易费的 40%。2015 年，跨境支
付的收入规模为3000亿美元。

“正是银行方面看到了企业在全
球跨境支付方面的庞大需求，并感受
到了原有支付模式存在的问题，才在
SWFIT的召集下，从2015年12月开
始，积极参与到gpi项目的意见搜集、
规则设计、业务试点、成果推介等工
作中。而且，通过利用参与银行之间
已有的代理通道，系统改动小、成本
少，所以在14个月后就实现了这项
新服务的投产。”SWIFT全球银行市
场部主管Wim Raymaekers用“一日
千里”来形容gpi从一个单纯的概念
到投产落地的迅速。

Wim Raymaekers 介绍，目前，
已有来自 224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00 家 全 球 交 易 银 行 加 入 了
SWIFTgpi。荷兰银行、中国银行、
西班牙BBVA银行、花旗银行、丹麦
银行、星展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ING 银行、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
行、北欧银行、渣打银行和意大利裕
信银行已投产 gpi 项目，在 60 个国
家通道间开展 gpi支付业务。更多
银行将在今后数月跟进。

跨境支付开辟新纪元

“此时此刻，gpi报文正在世界各
地传送，助力企业国际业务的增长。”
SWIFT亚太欧非中东区首席执行官
Alain Raes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SWIFTgpi开启了全球
跨境支付业务的新纪元，可以帮助银
行向企业客户提供更加快速、透明、
可追溯的跨境支付服务。

例如，gpi Tracker 将使得银行
能够向企业财资主管提供实时、端
对端的支付状态查询，让支付交易
状态从款项发送直至贷记受益人收
账都具备端对端的可见度——类似
于国际货运公司提供的包裹跟踪服
务。财资主管还能确定汇款信息
（譬如发票参考号）在传输过程中完
整传输和不受更改，让收款后的对
账更加便利。SWIFT还推出了 gpi
Observer，确保项目的参与者都能
遵守 gpi新服务水准协议（SLA），为
参与银行间开展智能协作、快速确
定待改进领域提供机会和可能。

在发布会上，Alain Raes不吝对
SWIFT中国团队的赞许，并解释将

gpi 的全球投产发布会放在北京举
办，是因为看重中国在跨境支付业
务上蕴藏的巨大空间。他说：“中国
的企业和银行业需要gpi服务，而对
于gpi项目来说，中国市场绝对具有
战略地位。”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国
内开展跨境支付业务排名前 15 位
的中资银行悉数到场，对 SWIFT
gpi项目极其关注。

“SWIFT gpi项目的顺利投产是
国际支付领域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以
代理行模式为基础的国际支付业务
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银行支付
清算部副总经理孙尚斌告诉记者，中
国银行基于客户需求主动参与
SWIFT gpi项目，依托国际支付专业
能力，已成为SWIFT gpi项目实施进
度最快、效果最好的银行之一。

中国工商银行运行管理部副总
经理彭华也表示，近年来，亚洲地区
跨境汇款业务非常活跃，增长明
显。工商银行作为 gpi服务的首批
投产行，同时也是跨境支付服务的
主要清算银行，境外机构网点已覆
盖42个国家和地区，借助 gpi服务，
将极大地提升清算银行跨境支付报
文的处理效率。“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与SWIFT合作，利用新的技术满
足不同种类客户的跨境汇款需求。”
彭华说。

企业跨境支付将更加快速、透明、可跟踪和不受更改

SWIFT全球支付创新项目投产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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