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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报告认为 TTIP 谈判短期内成功无望 

尽管默克尔总理近期仍强调力争在年内完成欧

美自贸协定（TTIP）谈判，但德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的一份内部评估报告认为，欧美在短期内完成 TTIP

谈判是毫无希望的。这份报告指出，双方经过 14轮

谈判未能就近 30个章节中的任何一项达成一致，而

且在投资保护、政府采购、原产地标识、降低农产

品关税等难点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而美国的两位

总统候选人在大选中均对自贸协定提出质疑，使

TTIP 谈判的前景变得不清楚和无法预知。德副总理

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曾一度积极支持推进 TTIP，认

为应由欧美制定出未来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而非

亚洲人。但谈判的艰难进程及来自党内和工会的批

评，使得加布里尔开始转变态度。9 月 22至 23日，

欧盟贸易委员将与各国部长举行会晤，商讨当前谈

判进展并决定是否同美方展开最后的谈判。（驻德

国经商参处/8 月 10 日） 

  

韩国积极推进与中美洲六国自贸协定谈判  

韩国与中美洲六国（哥斯达黎加、萨尔多瓦、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自贸协

定第五轮谈判 8 月 8 日在首尔召开，本次谈判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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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协定文本的争论焦点，特别是商品、原产地、

服务、投资、政府采购等议题协商。此外，针对不

同国别关注重点，重点推进汽车、纺织等出口品目、

服务及投资便利化、政府采购及市场开放等协商议

题，并探讨知识产权、市场竞争规则等内容。据悉，

韩国与中美六国于 2015年 6月宣布开始自贸协定谈

判，一年内已举行多轮谈判。（商务部网站/8 月 10

日） 

 

马来西亚和印尼双边贸易发展迅猛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近日在印尼雅加达出席

“第十二届世界伊斯兰经济论坛”并会见印尼总统

后表示，两国间贸易有望在数年内翻一番至 300 亿

美元。纳吉布称，“马来西亚是印尼第二大贸易国、

第五大直接投资国，仅 2016 年 4月份，双边贸易高

达 45.8亿美元，双方在基建、边贸等领域潜力巨大”。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双方同意强化两国间贸易和投

资联合委员会在增强 B2B 交流协作方面的作用，共

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8

月 10 日） 

 

日立子公司参与操纵零部件价格在美被罚 

美国司法部 8 月 9 日表示，日立制作所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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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汽车系统公司”（位于东京）承认参与操纵

汽车零部件价格，同意支付至少 5548万美元罚款。

据美司法部介绍，日立汽车系统公司从 1990 年代后

半期至 2011 年夏，多次操纵减震零部件价格和串通

投标。在 2013年，该公司也因参与操纵起动机等价

格，支付了 1.95亿美元的罚单。美司法部透露，有

关汽车零部件生产商的一系列违规行为，包括日立

汽车系统在内共有 46 家企业与 64 名高管被查处，

同意支付的罚款总额超过 28 亿美元。（共同社/8

月 10 日） 

 

美国钢铁贸易限制措施对韩产生较大影响 

8 月 5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对韩国浦项制铁和

现代制铁等韩钢铁企业对美出口的热轧钢板征收反

倾销、反补贴最终税率。对浦项制铁产品征收 3.89%

的反倾销税、57.04%的反补贴税，计征 60.93%关税。

对现代制铁产品实施 9.49%反倾销税、3.89%的反补

贴税，计征 13.38%关税。经过美贸易委员会批准后，

将于 9月或 10月生效。据了解，2015 年韩对美出口

热轧钢板仅为 115 万吨，在钢铁出口中所占比重较

小，且美国对中国和日本企业也征收相同或更高的

关税，因此，本次措施短期对韩相关企业造成的影

响有限。但此前，美商务部已对韩国现代制铁和浦



4 

项制铁输美冷轧钢板分别实施 38.2%和 64.7%的反倾

销及反补贴关税，对现代制铁输美镀锌钢板征收 49%

进口关税。综合来看，目前美国系列贸易限制措施

对韩钢铁企业对美出口及将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并

将会导致相关企业被迫调整出口策略。（商务部网

站/8 月 10 日） 

 

中远海运获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管理经营权 

8 月 10 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与希腊共和国发

展基金签署“比雷埃夫斯港务局多数股权交易完成

备忘录”，标志着比雷埃夫斯港务局(以下简称 PPA)

股份 I(51% PPA 股份)的交割以及股份 II(16% PPA

股份)的托管交易正式完成，中远海运下属的中远海

运(香港)正式成为 PPA 控股股东，将正式接管 PPA

经营。中远海运将在接下来五至七年内按照新的特

许经营权协议，投资 2.938 亿欧元对比港邮轮码头

进行扩建、改善修船码头、新建滚装船码头多层存

车库等一系列强制投资。中远海运希望将比港发展

成地中海地区第一大港。该公司还计划加快中欧陆

海快线建设，拉近中国与东、南欧距离，将比港打

造成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物流分拨中心和通往中欧、

巴尔干地区的南大门。（《21 世纪经济报道》/8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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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电网大举进军巴西电力行业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正寻求以 130 亿美元收购巴

西电力企业 CPFL Energia 的全部股权，这一价格包

括承担 CPFL 的 183 亿雷亚尔（约合 58 亿美元）的

债务。如果收购成功，这将是中国迄今为止在巴西

进行的最大投资。国家电网 7月已达成协议，以 58.5

亿雷亚尔（约合人民币 120 亿元）收购巴西圣保罗

工业集团（Camargo Correa SA）持有的 CPFL 的 23%

股权。预计本月将从其他大股东那里获得 CPFL的更

多股份，而这将触发一次全面收购。本次交易将为

正在经历严重经济衰退的巴西注入新的外资。中国

国家电网正在海外部署更多资产。2014 年，该公司

以 28 亿美元收购了意大利 CDP RETI 的 35%股权，此

前一年以37亿美元收购了新加坡能源国际在澳大利

亚的资产。2010年，该公司斥资 10 亿美元收购了巴

西东南部的七家小型输电公司。（一财网/8 月 10

日） 

 

中国科技公司将收购以色列最大互联网公司 

以色列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IronSource正在与一

家来自中国的科技公司协商出售事宜。IronSource

的估值可能达 18 亿美元。IronSource 成立于 2009



6 

年，总部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IronSource 为网上

下载应用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提供包括用

户获取、转化、货币化、集成分析与优化在内的一

些服务。2015 年 9 月，IronSource 与以色列另一家

公司 Supersonic 合并，据行业内估计，合并后的公

司估值在 12-13亿美元之间。不论是根据员工数量、

估值还是收入，IronSource 都称得上以色列最大的

互联网公司。（猎云网/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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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析 

中资投资海外矿业应遵循“就地”原则 

随着全球矿业显现复苏势头，国际并购活动也逐渐活跃

起来，中国企业购买海外矿业的热情再度高涨。在日前接受

《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塞尔温驰宏矿业公司首席执行

官李世林表示，从以往的经验教训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需

要进一步强化风险管控意识，还应遵循“就地”原则，避免

由不接地气的失败并购带来的连环困局。 

在李世林看来，从宏观的角度讲，中国投资海外资源行

业将会强势回归，将会呈现出投资强度更大、地理区域更广

泛、矿物品种更多、项目不同阶段更平衡等特点。 

从微观的业务活动角度看，中资矿企的海外成长正在从

并购阶段走向经营阶段。在影响成败的这两个关键阶段中，

其在第一阶段(并购阶段)已经大致成熟。主要体现在：从不

太愿意做尽职调查或者应付性尽职调查，逐渐过渡到认真和

重视尽职调查了；从不太愿意花足够时间或等待足够时间做

尽职调查，到尊重尽职调查必要的时间规律；从不太愿意花

钱请资信不错的机构和专业人士到很好理解价格与质量之间

的关系；并购尽职调查从面的角度上看总体做到了全覆盖。

这些并购基础工作的到位，使中资公司在并购实践中出现重

大麻烦、问题和风险的案例越来越少。 

不过，应该看到，中资公司并购尽职调查还有不尽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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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地方。一是重技术轻社会的情况依然较为普遍。比如当

地的社区民情、民族、宗教、特定文化传统、劳工法规、工

会作用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内容，很可能成为日后骑虎难

下的重大风险；二是决策层如何在巨大文化和语言障碍下，

高度智慧地较为准确理解、解读和判断这些社会因素带来的

潜在风险程度。 

相对于跨国并购的第一阶段而言，中资公司在第二阶段，

即跨国经营阶段，则总体上还在初期学习阶段，也是中资公

司海外运营问题出现最多、风险防控难度最大和在不知不觉

中陷于困境甚至失败的多发阶段。每个处于困境或失败案例

的事后分析，都往往能罗列出不少诸如社区居民/原住民问

题、土地问题、劳工及工会问题、政府问题、搬迁问题、标

准问题等不了解经营地民情社情法律文化宗教的差异问题，

然后出现了偶然的原因、处臵的疏忽、判断的不准、经验的

不足等等，形成了因不同的偶然性原因导致的符合逻辑的系

统性错误，最终造成举步维艰、骑虎难下的困境。 

有鉴于此，李世林建议中企走向海外时要争取三个“就

地”原则： 

一是运行机制的就地化。子公司管理的对象(即公司内部

员工和服务商/承包商机构及其员工)、工作对象(如政府、非

政府组织、独立媒体)、社区对象(如少数民族或原住民)、公

司运行的文化环境、法律环境、宗教环境、语言环境等，与

母公司可能在某些方面或者全方位都有巨大不同，这就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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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诸多不同。 

二是问题就地解决。除了单纯的生产技术问题之外，就

地子公司需要处理的绝大多数问题，都与当地的法律、文化、

思维和行为模式有关，跨文化遥远的母公司实际上并无解决

这些就地问题的足够知识和背景，隔空介入日常和营运问题

的处理，实践证明多数情况下会把事情弄得更难于处理。这

也被绝大多数外资矿业在中国最终失败所佐证。 

三是就地解决“人”的问题，也就是人才和管理团队的

本地化。中国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刚刚形成、企业人员流动

性差、职业经理人体制仍然羸弱，使中国企业对信任并放手

使用当地雇员方面，依然保持着极大但并不合理的防范心理。

从现象上看，公司总部尽可能多的外派、就地尽可能多用华

人，就成了中资矿业海外营运的主流模式。（《经济参考报》

/8 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