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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钢铁制造商呼吁强化贸易防御 

欧洲钢铁制造商敦促欧盟领导人对不公平贸易

采取更强硬立场，以保护遭遇中国廉价钢材压力的

欧洲钢铁业。包括安赛乐米塔尔、塔塔钢铁、蒂森

克虏伯在内的 50多家公司的高管呼吁欧盟各成员国

强化欧盟的贸易防御。中国正在争取贸易争端中的

“市场经济”地位，反对者警告称，这将赋予北京

一张“倾销许可证”。欧洲钢铁制造商希望布鲁塞

尔也采取类似美国的立场，拒绝给予可能为倾销开

启大门的任何地位。2015 年，由全球钢材供应过剩

以及大量廉价钢材进入欧盟导致的钢材价格暴跌，

使欧洲钢铁业遭受重创。（英国《金融时报》/10

月 17 日） 

 

上半年中国对德投资额大幅飙升 

2016年，我国企业持续呈现对德国的投资热潮。

上半年，我国投资者对德国企业的投资额跃升至 108

亿美元，接近过去 10 年总投资额的 2 倍。德国是我

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欧洲国家对华直接

投资和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2015 年，中德贸易额

超过 1600亿美元，占我国同欧盟贸易总额的 1／3，

比我国同英、法、意三国贸易总额还多，德国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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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已达 400多亿美元，在华企业超过 8200家。

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对德投资迅速发展，增长

速度超过德国对华投资。目前，我国在德企业已逾

2000家，且规模不断扩大。（新华网/10 月 17 日） 

 

新西兰与英国建立贸易政策对话机制 

新西兰国会网站 10 月 18日报道，新西兰贸易

部长麦克莱与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福克斯发表联合声

明，宣布建立贸易政策对话机制，旨在为英国脱欧

进程做好准备。麦克莱表示，新西兰非常重视新英

关系，始终将发展与英国贸易联系臵于对外贸易政

策优先地位，双方同意两国间贸易利益不受脱欧事

件影响。该对话机制议题涵盖市场准入、多双边贸

易政策、世贸规则，以及贸易磋商等诸多领域，对

话级别为高官级，每六个月举行一次，首次对话将

于明年早些时候举行。（驻新西兰经商参处/10 月

18 日）  

 

中哈签署“一带一路”下首个双边合作规划 

10 月 17日，发改委正式对外发布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

合作规划》。《规划》合作愿景旨在提高两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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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推动投资贸易发展，加强交通

运输、工业、农业、能源、新兴产业、金融、知识

产权等领域深度合作，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和潜力，

不断拓展互利共赢的发展空间，促进共同繁荣，提

升在国际市场上的联合竞争力。中方“丝绸之路经

济带”倡议与哈方“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为基

础设施、投资贸易、工业与交通、人文交流等诸多

领域的双边合作提供了巨大潜力。2016 年 9月 2 日，

在习近平主席、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共同

见证下，两国政府代表在杭州签署了中哈政府间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

政策对接合作规划》。（中国发展网/10 月 17 日） 

 

日本众议院特委会审议 TPP 批准案 

10 月 17日，有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批准案及相关法案的日本众院 TPP 特别委员会议开

始进行朝野全面论战，首相安倍晋三及相关阁僚出

席。会上，日本民进党提出要让此前负责谈判的前

经济再生担当相甘利明作为知情人前来解释，认为

政府公开的涂黑资料中未明示关于汽车、大米等日

美磋商经过。日本民进党议员近藤洋介指出，被迫

做出日本对美出口成品车关税完全取消时间推迟等

让步是“安倍政府谈判的问题”。关于上述磋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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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藤强调要么解开政府在此前例行国会上公

开的资料中涂黑的部分，要么让甘利过来答辩，否

则无法展开审议。安倍认为已详细公布了有关谈判

结果的信息，要求据此推进审议。另一方面，日本

执政党质询环节中接连出现了确认 TPP意义的提问。

对于自民党议员江藤拓“为何需要 TPP”的问题，安

倍强调“规模占全球四成的经济圈物资与人员将自

由往来，以切实制定的规则展开贸易，对日本的未

来是有必要的”。（《北京商报》/10月 18日） 

 

俄石油拟收购印度埃萨公司 49%的股权 

10 月 15 日，俄石油签署了收购埃萨 49%股权

的买卖协议。俄罗斯石油公司表示，收购 49%印度埃

萨石炼油公司的价格预计在 35亿美元左右，这笔交

易不会给公司带来额外的信用风险。2015 年 7 月，

俄石油签署了一系列关于该公司收购埃萨公司 49%

股权和十年内向印度瓦迪纳尔炼油厂炼油厂提供

1000万吨石油的协议。埃萨的年产能为 2000 万吨，

其业务还有印度大型加油站网络，包括 2700 座加油

站。俄石油表示，印度市场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

之一，这就是最吸引加工和分配领域的石油天然气

公司的原因所在。（晨哨网/10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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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涌现活力 

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拉美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拉经贸合作进入调

整转型期。在日前举行的第十届中国－拉美企业家

高峰会上，记者观察到，中拉经贸合作正在提质升

级并涌现活力。在过去 10年中，中拉贸易额增长了

20 多倍，2014 年达到 2690 亿美元。中国已成为拉

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并成为巴西、智利等拉美国

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在既有的贸易规模基础上，

中拉贸易合作的空间正在不断拓展和升级。巴西规

划、预算和管理部国际事务副部长豪尔赫〃阿尔巴

谢表示，在中拉贸易往来中，商品贸易的重要性正

日益下降，服务贸易的比重会进一步增加。阿根廷

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亚历杭德罗〃布尔

盖罗尼指出，拉美需要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使其

产业更加具有竞争力。(《经济参考报》/10 月 18

日) 

 

小康股份拟收购美国新能源汽车企业 

10 月 16 日，上交所上市公司小康股份发布公

告，公司和/或全资二级子公司 SF Motors Inc 拟收

购美国 AC Propulsion Inc 100%股权、香港 e.motor 

Coporation Limited 100%股权及北京亿马先锋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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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及相关联的所有从事电

驱动系统、控制系统、电池系统等新能源汽车业务

相关的公司及实体、商标、专利及其他无形资产等。

公告显示，本次股权转让标的拟总估值为 9500万美

元，将采取现金收购方式。AC Propulsion Inc 成立

于 1992年，主要从事电动汽车动力系统核心技术的

开发。e.motor Coporation Limited 是一家依据香

港法律设立和存续的公司，持有北京亿马先锋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93.05%股权。（《中国证券报》/10

月 17 日） 

 

海航集团寻求贷款 以收购 CIT 飞机租赁业务 

海航集团正在寻求 85 亿美元贷款，支持其爱

尔兰附属公司 Avolon Holdings 以 100 亿美元收购

CIT Group 的飞机租赁业务。就在一周前，海航集团

宣布正筹措 42亿美元贷款，用于对电子产品分销商

Ingram Micro 的 60 亿美元收购案。中国化工集团公

司和大连万达集团也在众多进行大规模海外收购交

易的企业之列，这些企业大多通过大规模举债来支

持收购。由于中国国内银行业者在这些公司的曝险

已扩大，以及中国企业债务急升可能造成经济不稳

的疑虑升温，导致目前融资需求转向外资银行，特

别是在目标收购这一层级发起的融资。（路透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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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