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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挑战中国限制 12 种原材料出口举措 

欧盟 10 月 26 日要求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一

个争议解决专家组，来审查中国对 12 种原材料出口

设限的行为，欧盟指这一做法令中国的相关生产商

具有不公平的优势。欧盟表示，中国对 12种原材料

实施的出口关税和出口配额措施，似乎是“依旧令

人困扰的行业政策之一，其目的是给予中国生产商

实质性的竞争优势，但同时损害了欧盟乃至全世界

生产商和消费者的利益。”这 12种原材料包括锑、

铬、钴、铜、镍铁、石墨、铟、铅、氧化镁、滑石、

钽和锡。欧盟在 7 月曾要求与中国展开磋商，试图

解决这一争议，但未能成功。欧盟表示，WTO 将在

11 月 8 日考虑欧盟所提建立争议解决专家组的要

求。（路透社/10 月 27 日）  

 

美国商务部初裁中国产硫酸铵存在补贴行为 

美国商务部 10 月 25 日宣布初裁结果，初步认

定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上述产品存在补贴行为，补贴

幅度为 206.72%。基于补贴幅度的初裁结果，美国商

务部将通知美国海关对中国出口的上述产品征收相

应的保证金。为回应得克萨斯州肥料生产商 PCI 氮

公司的申诉，美国商务部于今年 6 月对从中国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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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述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

根据美方程序，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分

别于明年 1 月和 2 月对上述调查作出终裁。如果两

家机构均作出终裁，认定从中国进口的此类产品给

美国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威胁，美国商务部

将要求海关对相关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的此

类产品金额约为 6200 万美元。（中国证券网/10 月

26 日） 

  

美调查与进口中国铝制品有关的美国公司 

美国联邦调查人员已针对与中国忠旺铝材创始

人刘忠田有关系的美国公司是否在进口中国铝制品

方面逃避惩罚性进口关税一事展开调查。美国国土

安全部调查人员已于近几周询问了有关联的美国公

司的前雇员。国土安全部正与美国司法部协调推进

调查。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有关美国公司是否具有刑

事或民事违法行为，其中可能包括走私、共谋和通

信欺诈。接受国土安全部调查人员审查的美国公司

包括 Aluminum Shapes 和位于加州沃尔纳特的 Peng 

Cheng Aluminum Enterprise Inc.。（《华尔街日

报》/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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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将应用中国商品质量溯源体系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农业部长巴纳比〃乔伊斯在

10 月 26日召开的澳全国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上表示，

澳大利亚愿积极应用由中国开发的一套全球商品质

量溯源体系。澳农产品将率先试点加入这一体系，

希望这套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经济合作，帮

助更多澳大利亚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市场。澳全国

农民协会主席布伦特〃芬利表示，中国的全球商品

质量溯源体系以信息化、大数据为手段，解决了国

际贸易中的质量控制、消费者权益保障等难题。（新

华社/10 月 27 日） 

 

杜特尔特访日提升日本对菲投资期待感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正在日本访问，日本经济

界不仅寄望两国间贸易扩大及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把菲律宾作为投资对象的期待感也在高涨。据日本

贸易振兴机构（JETRO）等介绍，虽然菲律宾最大的

出口国是日本，但是从日本的进口量位于中国、美

国之后排名第三。2015 年底，日本对菲直接投资余

额约为 123.29亿美元，仅为对泰国的四分之一、对

印度尼西亚的一半左右，近期已被越南反超。瑞穗

综合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菊池忍指出“菲政府已准

备放宽对外资的限制，日企能有所期待”。政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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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大学院大学研究菲律宾的副教授高木佑辅表示，

杜特尔特“针对美国的政治性发言应该会成为目前

的风险”。（共同社/10 月 26 日） 

  

欧盟审查通过海航并购瑞士航空技术公司 

欧盟委员会 10 月 25 日宣布，中国海航集团对

瑞士航空技术公司的并购活动获得欧盟反垄断审查

通过。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这一并购不存在

垄断问题，“由于两家公司业务重叠部分非常有限，

不会引发垄断关切”。瑞士航空技术公司是民用航

空领域的维修、维护和运营服务提供商。公司总部

位于苏黎世。7 月，其股东阿联酋穆巴达拉开发公司

同意向海航出售 80%股份。9月，欧委会还通过了海

航对瑞士航空餐饮和招待服务公司佳美集团并购的

反垄断审查，认为不存在垄断问题。（新华社/10

月 26 日） 

 

中国电建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项目开工 

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参与投资建设的印度尼西

亚明古鲁燃煤电站项目 10 月 25 日在明古鲁省首府

明古鲁市举行开工仪式。项目总投资约 3.6亿美元，

其中 75％为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银团

融资贷款，25％为合资企业自有资金。项目预计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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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式商业运营，运营期 25年。据了解，印尼明古

鲁燃煤电站项目由印尼国家电力公司向全球公开招

标，由中标人以“建设—运营—移交”（BOT）方式

进行投资建设。2015 年 8 月，中国电建集团旗下海

外投资公司持股 70％的中印尼合资企业中标，并于

同年 11月与印尼国家电力公司签署协议。（中国商

务新闻网/10月 26 日） 

  

热点解读 

世界银行发布《2017 年营商环境报告》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年度旗舰报告《2017年营商环境报告：

人人机会平等》。根据报告显示，去年全世界有 137 个经济

体实行了关键性的营商改革，让中小企业成立和运营更加容

易。在报告的营商效率全球排名中，新西兰名列榜首，新加

坡位居第二，其次为丹麦、中国香港、韩国、挪威、英国、

美国、瑞典和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报告发现，在去年

实行的 283项改革中，发展中国家占比超过 75%，其中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在改革总数中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从实行的改革数量来看，排名全球前十的是：文莱、哈

萨克斯坦、肯尼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塞尔维亚、格

鲁吉亚、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由于政府不

断开展重大营商改革，所以报告的数据显示，全球在提升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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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环境便利度方面持续取得成功。相比 10 年前的 46 天，现

在开办企业的全球平均耗时为 21天。 

  从地区来说，全球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有两个在东亚和

太平洋(5.110, -0.03, -0.58%)地区，分别为新加坡和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球前十大改善最多的经济体中也有两个

在该地区，分别为文莱和印度尼西亚。去年该地区的经济体

总共实行了 45项营商便利度改革，改革速度明显加快。 

  欧洲和中亚地区也是去年的主要改革地区，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和塞尔维亚均位列全球前十大改善最多的经济

体。欧洲和中亚一直以来都是各经济体平均改革数量最多的

地区，目前采取的良好做法已接近经合组织 （OECD）高收入

经济体的水平。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营商改革脚步也有所加快。相比前

年的 24项改革，该地区三分之二的经济体去年共实行改革 32

项。改革集中在改善税收系统、跨境贸易便利化和开办新企

业方面。其中巴西去年实施改革数量最多。 

  中东和北非地区去年实施的改革数量为 2009 年以来最

多：20 个经济体中有 15 个实施了总共 32 项改革。其中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位列全球排名前十改善最多的经济体。

但该地区也存在最大的性别差距，70%的经济体对女性创业设

置障碍。 

  在南亚地区，相比前年的 9项改革，去年 8个经济中有 5

个实施了共 11项改革。其中巴基斯坦位列全球排名前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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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经济体，印度和斯里兰卡也实施了大量改革。该地区

的营商改集中在跨境贸易方面。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对女性

创业设置了更多的障碍。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各经济体的改革步伐也在加快，

37 个经济体去年总共实行了 80 项营商改革，比前年增加了

14%。其中肯尼亚已经连续两年位列全球排名前十改善最多的

经济体，另有 7个经济体去年各实行了 4 项以上改革。不过，

该地区有 13 个经济体对女性创业设置了更多障碍。（《证券

时报》/10 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