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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贸促

我国一直是贸易救济调查的最
大目标国，每年遭遇贸易救济调查
几十起，涉案金额数亿美元。这一
数据，在去年又创下历史新高，案件
数量达到 119 起，同比上升 36.8%；
涉案金额143.4亿美元，激增76%。

不幸的是，中国涉案企业大多
是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面
对如此困难局面，中国贸促会带领
各地贸促会拓展商事法律服务范
围，引导、培训和组织各类涉事企业
积极应对经贸摩擦和商事纠纷，取
得明显效果。

近日在两会现场，记者巧遇全
国大人代表、山东省贸促会会长徐
清，他难掩兴奋地介绍了山东省贸
促会在总会带领下，积极组织企业
应对经贸摩擦和商事纠纷，打了好
几场胜仗，“ 真是令人振奋！”

经贸摩擦应对工作成绩斐然

新年伊始，山东企业积极参与
的贸易摩擦案胜诉。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ITC）日前表示，从中国进
口的公共汽车和卡车轮胎并未损害
美国相关行业，因此不会向这些商
品课征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去年2月19日，我们组织山东
企业赴京参加关于美国轮胎‘双反’
案件应诉协调会。”徐清说，在这次案
件中，山东企业受益最大，保住了100
多家企业每年数亿美元的出口额。

徐清表示，此外，他们还组织
山东涉案企业参加贸促总会召开
的越南镀锌钢板反倾销应对工作
会、南非对日照钢铁轧钢有限公司
热轧板材发起保障措施调查应对
工作会、巴西对华经贸摩擦应对暨
对奥运会相关产品暂停征收反倾
销税政策解读培训班、菲律宾对华
浮法玻璃产品反倾销案应对工作
会、印尼对华玻璃原料（Frit）产品
反倾销案件应对工作会等贸易摩
擦应对会议。

“通过这些案件，我省贸促系统
及外贸企业应对经贸摩擦的积极性
大大提高，企业在国际贸易投资领
域的风险防范和应对意识增强，山
东企业进一步树立了‘应对经贸摩
擦，就是抢占国际市场’的竞争意
识。”徐清说。

贸促总会在去年贸易救济调查
案件中可谓“大显身手”。

去年，中国贸促会组织应对贸
易救济调查案件24起，涉案金额近
50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20%
和 36%。9起案件的应对工作取得
明显效果，为企业保住了每年约 20
亿美元的市场，其中美国铁质机械
传动部件双反案、韩国钛白粉反倾
销案取得完胜。

与此同时，中国贸促会去年新
设50家经贸摩擦预警机构，总数达
到 102 家，实现了对经贸摩擦多发
地区和行业的全覆盖。

这些工作弥补了我国对外经贸
摩擦应对工作中民间力量薄弱的短
板，有效减轻了贸易摩擦高发对有
关行业的冲击。

推进传统商事法律服务

“2016年 10月 21日，我们与检
验检疫局签署了《关于加强原产地
签证工作，服务国家自贸区战略合
作备忘录》。”徐清告诉记者，备忘录
主要探讨了山东省贸促会与山东省
检验检疫局如何合作的问题，比如
建立工作数据共享机制、共同打击
原产地证书违法行为、统一原产地
签证工作要求、加强原产地工作交
流配合、加强对签证机构的协调工
作、加强对企业的政策宣讲工作、共
同支持自贸协定出口实施示范区建
设和共同做好经贸摩擦预警及应对
工作等。

徐清表示，下一步，他们将与山
东检验检疫局开展合作，共同打造
山东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此外，我们还积极开展‘送商
事认证培训上门’活动，签发一般原
产地证书和各类区域优惠原产地
证、ATA单证册，代办领事认证、商
事证明书等各类单据。”徐清说。

（下转第4版）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扎实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
建共享，加快陆上经济走廊和海上
合作支点建设，构建沿线大通关合
作机制；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带动我
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实
现优势互补；加强教育、文化、旅游
等领域交流合作；高质量办好“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奏合作
共赢新乐章。

“听到这里，我非常兴奋，受到
极大鼓舞。”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兰
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王士岭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
者采访时说。

王士岭今年带来的议案，恰好
涉及“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是企业腾飞的翅膀

临沂是“中国市场名城”“中国
物流之都”。2016 年，临沂商城积
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全年完成市

场交易额 3783亿元，国际贸易总额
达480亿元，同比增长1倍多。

作为临沂商城的骨干企业，由
王士岭所带领的山东兰田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对整个商城的发展功
不可没。

“临沂商城货物之所以能够直
接向外出口，主要得益于‘旅游购物
模式’‘市场采购模式’。”王士岭介
绍说，2012 年，临沂商城开始采用

“旅游购物模式”，经过发展，这一模
式演变成“市场采购模式”，更加贴
合市场的发展。

乘着的“东风”，临沂商城国际
贸易发展一日千里。但是王士岭认
为，这远远不够，他又盯上了“一带
一路”这块大蛋糕。

王士岭告诉记者，“一带一路”
是中国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好像
给企业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3 多年
来，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参与其中，中国已与30多个沿线国
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
议，并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
合作，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
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标志性项
目已经落地，有力推动了沿线各国
的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与承接国家签订了部委级
相关协议，推动了产业产能对接的
深度。不过，王士岭认为，“一带
一路”建设还需要更齐全、更周到
的配套项目和配套政策。为此，
他建议，应加快把我国传统产能、
优势产能等向“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转移，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

明确我国产业转移重点

就中国应该向“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转移的产业，王士岭希
望国家及早明确产业转移的重点，
他认为，近期的重点是农业及相关

产业、工业及相关产业和第三产业，
具体包括种植业、养殖业、种子业、
农药业、地质勘察、冶金、建材、化
工、商贸业、物流业、旅游业、文化创
意业、生产生活科技服务业等。

“我国产业转移，可采用复合型
方式。”王士岭认为，在转移方法上，可
采用项目输出、项目投资、技术输出、
资金输出、市场输出、服务输出、人员
输出、服务外包、资产收购、股权收购
等多种方式，根据所在国和地区的需
要和条件，选择不同方式全面开展。

制定推进产业转移的政策

中国产业向海外转移是一项规模
大、时间长的事业。王士岭认为，应该
研究制定推进产业转移的政策。

首先，制定产业转移资金支持
政策。这些资金，除了从所在国金
融机构获取外，国家政府应该给予
适当支持。一方面，建立产业转移
投资银行，制定长期、低利的贷款政

策，给予政策性支持；另一方面，鼓
励民间建立产业转移行业性投资基
金，或其他金融机构参与产业机构转
移的经济活动，以此为基础，在世界
各国发展民间金融机构。

其次，创造产业转移的良好环
境。我国政府要加大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影响，利用国际法律、民
族文化、国际契约等方面影响，为我
国产业转移的企业和个人创造良好
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

最后，适应国内外经济共同运
行管理的新常态。随着境外经济的
运行，以及今后一个时期产业的大
规模转移，我国的经济运行管理模
式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从国内经济
管理向国内外经济共同管理转化。
这将成为我国政府经济管理的新常
态，要研究这一管理模式变化带来
的新理论、新法律、新政策、新体制，
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境外经济共同发
展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3 年多
来，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农业贸易总额呈现平稳增
长的趋势，仅 2015年中国同“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就
达近 1 万亿美元。但是，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农业
贸易发展还面临一系列问题。

为此，致公党中央向全国政协
十二届五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加强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农
业贸易合作的提案》。本报记者从

《提案》中了解到，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农业贸易发展
存在的问题包括：农业贸易合作面
临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落后
的问题、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
资环境恶化所带来的贸易合作风
险、农产品出口标准不一致所招致
的贸易壁垒、沿线国家和地区自然
灾害频发等。

以近年来中欧之间的农产品
贸易标准为例，欧盟制定了动物福
利标准，对我国出口的猪肉、牛肉
等肉类制品实行贸易限制，不仅延
长了卫生检疫的时间，同时增加了
运输、人力成本，使得近年来我国
对欧盟的肉类食品出口相对较少。

为此，《提案》建议，一是政府加
强顶层设计，协助沿线国家、地区完
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我国政府应
当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
农业资源进行梳理，制定“一带一
路”的科学发展规划。对于沿线国
家农田水利、交通基础设施的不完
善方面，做好相应的农业外交，与当

地政府进行接洽交流，共同推进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工作。

二是凝聚多方力量，深化农业
贸易合作。中国应协调各方力量，
从政府、企业到个人，共同完善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农业贸
易合作的公共服务系统，建立起高
效的贸易合作运行机制，共同营造
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

三是关注农业贸易投资环境，
防范合作风险。鉴于当前部分合作
国家存在贸易合作的政治风险、自然
风险、经济风险等，我们应更加关注
贸易投资环境，切忌盲目投资。

四是推进农产品标准国际化，
减少贸易摩擦。中国应倡导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逐步实现
农产品标准的双多边合作，主张农
产品技术标准互认，推进农产品进
出口标准的统一，通过双边共同努
力签订关于农业贸易合作的标准
化协议，加强同沿线国家、地区的
双边贸易标准协调，确立有效的、
标准化的国际农业合作交流机制；
中国以及各合作国可通过建立标
准化的农业贸易合作基地来推动
农产品生产标准化。

五是重视农业科技合作，推进
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农业科技创
新是农业长远发展的源动力，借助

“一带一路”机遇，中国应与沿线国
家加强农业科技合作，在沿线国家、
地区设立研发中心，开发农业科技
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并与沿
线国家展开经验交流，成果共享，
不断创新农业贸易合作的方式。

拓展商事法律服务 护航企业闯世界
——访全国大人代表、山东省贸促会会长徐清

■ 本报记者 范丽敏

本报讯 3 月 7 日，中国贸促
会驻日代表处总代表王俐赴中国
农业银行东京分行走访调研，与
其行长周希凡进行了座谈。

王俐表示，中国农业银行作为
进入日本较早的中资银行，有着成
熟的经营经验，为中国企业赴日投
资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金融支持，在
帮助企业应对日本金融政策变化、
预警市场汇率波动、评估投资风险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
时，中国农业银行东京分行作为在
日中国企业协会理事会成员，一直
大力支持协会举办的各种活动，充
分发挥了理事单位的榜样作用。

周希凡表示，当前，日本银行
业整体发展乏力，负利率政策背
景下很多日资银行利用主办银行
制加大市场垄断力度，给中资银
行进一步深耕日本市场带来一定
的困难。为此，中国农业银行东
京分行希望进一步密切与中国贸
促会驻日本代表处、在日中国企
业协会的联系，积极利用平台资
源扩大在日本经济社会的影响
力。同时也将继续支持协会今年
各项重点工作，配合做好“2017中
国节”“2017在日中国企业协会会
员代表大会”等活动。（蓝承宗）

全国人大代表王士岭：

加快推进产业向“一带一路”沿线转移
■ 本报记者 范丽敏叶灵燕

致公党中央：

推进农产品标准国际化
■ 本报记者 叶灵燕范丽敏

驻日代表处
服务在日中资企业

本报讯 日前，中国贸促会
驻海湾地区代表处副总代表张喜
敬在迪拜会见了迪拜投资年会组
委会联络人李波，就即将于 4 月
初召开的 2017 年投资年会有关
事宜进行交流。

张喜敬表示，在去年签署的
合作备忘录基础上，驻海湾代表
处将全力支持本年度投资年会的
举行。 （高景亮）

迪拜投资年会
将于4月召开

两会报道

近日，中国青岛海西重机有限责任公司在黎巴嫩北部的黎波里港向黎方交付一批港机设备，帮助港口显著提升
码头货物吞吐能力，进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图为在的黎波里港拍摄的中国企业向黎巴嫩交付的港机设备。 新华社记者 李良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