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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要求 WTO审查中国对 11种原材料的出口限制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 10 月 13 日发表声明称，

美国已要求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一个解决争端

小组，审查中国对11种原材料出口的“不公平限制”。

弗罗曼称，这些原材料包括锑、铬、钴、铜、石墨、

铟、铅、氧化镁、滑石、钽和锡，并称这是代表钢

铁、汽车、航空和其他受到影响产业的美国工人采

取的行动。（路透社/10 月 13 日）  

 

泰国与伊朗恢复经贸关系 

泰国在恢复与伊朗的贸易经济关系方面，取得

切实成果，政府将迅速加强能源和食品安全建设，

计划在 2021 年内使双方贸易目标总额达到 30 亿美

元。双方还同意共同研究特惠贸易协定（PTA）的可

行性，以迅速开放双方商品市场，这也是助推双方

投资、贸易增长的又一途径，同时还有助于加强双

方经济合作，预计该研究将于 2017 年中期内完成。

此外，两国还将支持双方政府和民营机构进一步加

强商贸等方面的合作。在开放农产品尤其是大米市

场方面，伊朗准备加紧检测泰国大米质量标准，以

便泰国大米能尽快出口至伊朗。此外，伊朗是全球

重要的能源产地，泰国还打算从伊朗进口原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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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以及其他能源产品，同时，泰国还打算与伊朗

合作投资能源业务，共同发展能源产业。（泰国世

界日报/10 月 12日） 

 

2016 年 1-8 月马中双边贸易同比增长 1.4%  

据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统计，2016 年 1

—8 月，马中双边贸易额达 1493.3 亿马币，同比增

长 1.4%，其中，马对华出口为 589.3 亿马币，同比

下降 9.6%，除电子电器、橡胶制品出口下降外，受

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低迷影响，石油产品、棕油及棕

油制品、液化天然气和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出口也

下滑。马自华进口为 904 亿马币，同比增长 10%。同

期，马对外贸易达 9484.5亿马币，同比增长 0.9%，

贸易盈余达 522.1 亿马币，同比增长 1.8%。2016年

8月，马中双边贸易达 217.2亿马币，同比增长 8.5%，

占马对外贸易的 17.2%，其中，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

1.3%，自华进口同比增长 17.2%。（驻马来西亚经商

参处/10 月 13 日） 

   

新加坡与澳洲签署 CSP 首批谅解备忘录 

10 月 13 日，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下，新

澳两国签署首批谅解备忘录和相关协定。新加坡与



3 

澳大利亚将在贸易、防务、创新与科学研究，以及

打击跨国贩毒行动上，展开更紧密、可互惠互利的

合作。这四份重要协定涵盖新加坡在澳洲的军事训

练和军训区的发展、修订新澳自由贸易协定、在创

新与科学研究上展开合作，以及合作打击跨国贩毒

行动。修订版自贸协定预计 2017年生效。两国 2015

年 6 月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澳洲成为新加

坡首个全面战略伙伴国。（新加坡《联合早报》/10

月 13 日） 

  

菲律宾计划吸引更多中国投资 

菲律宾财政部长多明计斯近期表示，菲总统杜

特尔特正在寻求从中国带来数十亿美元计的基础设

施投资，作为其调整对华政策的一部分。杜计划于

10 月 19-21 日访华，期间将探讨中国投资建设马尼

拉至南吕宋地区铁路、输电网络及其他项目的可行

性。多希望菲国会于数周时间内通过亚投行有关授

权，使亚投行成为中国企业对菲投资的又一条融资

渠道。多表示，2017 年菲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将占

GDP 的 5.4%，未来这一比例将进一步升至 7%，同时

内外债比例将调整至 80:20。（菲律宾《商业世界报》

/10 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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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经济走廊催热中国企业在巴并购 

受中巴经济走廊（CPEC）影响，越来越多的中

国企业寻求并购巴基斯坦企业，并购涉及银行、水

泥、电力等领域。巴 Habib 集团董事长 ArifHabib

表示，中国投资者热衷于并购目前陷入困境的巴基

斯坦企业。中国企业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这对于

巴基斯坦来说是一个公司扩张与寻求技术转让机

会。投资约 460亿美元 CPEC 项目对中巴两国而言都

非常重要，中国因此也对巴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

对于中国而言，CPEC 提供了一条新的能源进口通道，

并为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寻找到了新的市场；与此同

时，CPEC 也帮助巴基斯坦对抗印度在该地区的影响，

使巴成为连接欧亚地区和南亚、东南亚的重要中转

站，并为刺激经济增长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驻

卡拉奇总领馆经商室/10 月 13 日）  

 

中企在印尼兴建首座百万千瓦级燃煤电站 

10 月 12 日，由中国成达工程公司和印尼 SSP

公司合作承建的芝拉扎 3 期 100 万千瓦燃煤电站项

目在印尼中爪哇省芝拉扎县举行开工仪式。该项目

系印尼 3500 万千瓦电站项目之一，也是中国企业在

印尼正式开工建设的第一台百万千瓦级电站项目，

具有标志性意义。该项目业主为印尼 SSP公司和 PJB



5 

公司(印尼国家电力公司子公司)，总投资金额约 14

亿美元，预计工期 39 个月，总承包商为中国成达工

程公司。项目将全部使用中国电站设备和技术标准。

该项目的建成将为印尼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能源保

障。中国企业近年来对印尼投资大幅增长，2016 年

上半年中国大陆对印尼直接投资增长 532%，从第十

大投资来源国跃升为第三大投资来源国。（中国新

闻网/10 月 13 日） 

 

9 月中国出口大幅下滑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以人民币计算，9月

份中国出口同比下跌 5.6%，这是今年 2 月（该月出

口同比下跌 20.6%）以来首次下跌。而以人民币计算

的进口则只增长了 2.2%，低于 8月份 10.8%的增幅。

若以美元计算，前景更加悲观。9月份出口同比下跌

10%，比上个月 2.8%的跌幅更为剧烈，远低于彭博所

调查的经济学家给出的收缩 3.3%的预期。此外，进

口 1.9%的跌幅也远低于增长 0.6%的预期。澳新银行

分析师称，出口下滑的格局是全面的，中国对所有

大型贸易伙伴的发货量都在降低。中国对美国和欧

盟(EU)出口分别同比下滑 8.1%和 9.8%。考虑到美国

大选到英国执行退欧过程所带来的下行风险，疲软

的外部需求将继续影响贸易前景，预计在接下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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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季度，出口不会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驱动力。（英

国《金融时报》/10 月 14日） 

 

中国跨境并购 2017 年仍活跃 

瑞银(UBS)投资银行亚洲并购部主管卢穗诚表

示，2016 年中国海外并购出现爆发性增长，由于推

动跨境并购的因素仍将持续，估计 2017年与中国相

关的跨境并购交易仍会较活跃，互联网、电商等新

经济领域有望成为中国企业的关注焦点之一。据汤

森路透数据，中国第一季海外并购交易额创下纪录

新高 802 亿美元，不过二季度和三季度交易额持续

环比下降约一半，分别达 414 亿美元和 208 亿美元

（截止 9 月 15日数据），主要是因为一季度中国出

现多起超大型跨境并购案例，例如中国化工集团以

430 亿美元对价收购瑞士农化集团先正达全部股权，

该交易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笔境外收购。（路透社

/10 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