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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长：特朗普愿就美国重返 TPP 进行磋商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日前在美国商会的一场投

资峰会上对台下众多的美商表示，美方正在讨论重

新即纳入 TPP 的事宜，也同相关国家开启了多次的

“高级别对话”。姆努钦同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

此持协商态度。TPP 已经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

展协定（CPTPP，又称“11 国 TPP”），TPP11 国将

在 3 月 8 日在智利正式签署该协定。不过面对美方

的多次高调放风，TPP11国的反应冷淡。相关专家表

示，对此事仍抱有希望的支持者们不应期望美国能

很快重新加入 TPP，其他国家看到了在重新谈判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NAFTA）时发生的一切并心存警惕，

而美国必须满足其他国家的要求才能回归 TPP。（财

经网/3 月 1日） 

 

RCEP或将形成人口近 35亿的世界最大贸易协定 

  二月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第 21 轮谈判在印度尼西亚日惹举行。与会各国已经

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等方面取

得很大进展，并约定 3 月 3 日在新加坡举行新一轮

谈判。综观目前的情况，RCEP 已进入冲刺阶段。据

悉，RCEP 目前还存在几大争议难以协调，有相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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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认为这实际上是相关各国光顾着打自己的小算

盘，没有把实现 RCEP 谈判各国的共同利益放在合适

位置。不可否认的是，RCEP 如果达成，将会形成一

个人口接近 35亿、GDP总和约为 21 万亿美元、占世

界贸易总量约 30%的贸易机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

协定。将为各国增加就业，推动可持续增长，促进

包容性发展，推动创新，提升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新华丝路/3 月 1 日） 

 

特朗普：将用“所有可用工具”向中贸易施压 

  当地时间 2月 28 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

希泽（Robert Lighthizer）代表特朗普政府向国会

提交关于总统贸易议程的年度报告。该报告表示，

美国将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向中国贸易施压。

报告甚至还称，中国没有实现 2001 年加入 WTO 时经

济改革的承诺，中国的政策导致了全球资源的“严

重分配不当”，使所有国家都变得更加贫困。该报

告表示，美国政府准备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以

打击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该报告警告称美国会对抗

“敌对”力量，比如中国和俄罗斯。据悉，特朗普

正在推动一项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管辖范围的

改革，当前瞄准的主要目标是中国及其对美国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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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胃口。（路透社/3月 1 日） 

 

波兰拟将经济特区扩大至波兰全境 

  日前波兰政府会议正式通过提案，拟将经济特

区扩大至波兰全境从而进一步增强投资吸引力。根

据新法，税收优惠政策将向提升地区竞争力和创新

能力的项目倾斜，比如技术转移、研发一体、产业

集群，同时也将关注项目对员工的友善程度。优惠

门槛主要取决于企业规模和投资地失业率，一般来

说企业规模越小，当地失业率越高，税收优惠所要

求的投资门槛越低。新法还对税收优惠年限做了宽

松处理，标准期限为 10 到 15 年，某地区欧盟允许

的援助金越高，该地投资优惠年限也越长。对于在

既有经济特区运行的投资项目，相关优惠将在 2026

年后视情延长 15 年。现行经济特区制度已有 24 年

历史，新法将于今年一季度提交议会审议，预计于

二季度生效。（中国贸易报/3 月 1 日） 

 

中俄经贸合作拉紧“地方”纽带 

  日前，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正式启动。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中俄地方合

作交流年开幕式致贺词。两国元首亲自“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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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地方合作提升至国家水平，再次体现了中俄关系

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激发地方合作热情，挖掘合作

潜力，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将成为两国关系的新亮

点。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持续高水平运行。2017 年，中俄地方

合作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黑龙江省对俄罗斯

进出口额达 744.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2.5%；俄

罗斯已成为吉林省首要境外投资目的国，吉林省累

计在俄投资企业达 171家；辽宁省营口港开通 12条

途经俄罗斯的中欧班列线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与

中国的贸易额占边疆区对外贸易额的 50%以上，且这

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2018 年中俄政府将继续完善

地方间合作机制，充分调动两国中小企业投资积极

性，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新动能。（中国贸易救济

信息网/3月 1 日） 

 

马来西亚看好“一带一路”欢迎中国投资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近日高度评价“一带一路”

建设，认为马方将从中受益无穷。他表示，中国工

商界是马来西亚打造未来高收入、高技能国家的重

要伙伴，马来西亚继续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与中

国的合作带来了双赢。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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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在 28日当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一带一

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旨在实现互利共

赢，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中马

互为友好邻邦，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合作。马方

是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两国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同

包括马方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继续推进和

拓展互利合作。（中国商务部网/3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