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贸易与投资要闻 
2017 年第 54期（总第 809期）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资信评估中心          2017 年 3 月 23日 

目录 

欧盟拒绝中国请求 WTO 调查对华反倾销税方法 .......................................................... 1 

欧盟和日本将加快自贸协定谈判 ................................................................................... 1 

印度拟简化 FDI审批流程 ............................................................................................... 2 

缅甸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预减 30% .................................................................................... 2 

中巴经济走廊胡布燃煤电站项目开工 .......................................................................... 3 

华为将在新西兰投资近 3亿美元用于研发 .................................................................. 4 

中国石化接近达成收购雪佛龙南非资产的协议 .......................................................... 4 

海航集团以 22.1亿美元收购纽约地产 ........................................................................ 5 

热点透析  .............................................................................................................. 5 

凛冬忽至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下半场 ................................................................ 5 

 

 

 

 

 



 

1 

 

 

欧盟拒绝中国请求 WTO 调查对华反倾销税方法 

世界贸易组织 3 月 21 日表示，中国就欧盟对

中国征收反倾销关税的计算方法提出争端机构介入

的请求，被欧盟拒绝。该组织还称，中国下个月可

能再次要求世贸组织（WTO）争端解决机构判定欧盟

对华反倾销政策是否违反国际贸易规则。世贸组织

可能会在 4月 19日的争端解决会议上同意开展相关

调查。因为世贸组织规则不允许欧盟拒绝第二次争

端请求。2016 年 12 月 12 日，中国就美国、欧盟对

华反倾销“替代国”做法，先后提出世贸组织争端

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

决程序。根据世贸组织的程序，欧盟与中国必须就

贸易争端先进行双边协商。如果在 60 天内无法达成

一致，相关方面可以提请世贸组织成立专家组解决

争端。（华尔街见闻/3 月 22日） 

  

欧盟和日本将加快自贸协定谈判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3 月 21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

了会晤，承诺深化经济、政治和安全联系，共同应

对全球挑战。双方承诺将加快谈判进程，争取 2017

年签署一项贸易协定，从而制衡美国的贸易保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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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并拉动出口以提振经济增长。容克说，各方均

认为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是有必要的，因为各方都信

奉自由、公正和基于规则的贸易，要继续面向世界

而不是重拾孤立主义。（《华尔街日报》/3 月 22

日） 

 

印度拟简化 FDI 审批流程 

印度经济事务部（DEA）向内阁提出跨部门咨

询意见，提议取消外商投资促进委员会（FIPB）。

特定相关部委负责各自领域需事先审批的外国投

资，避免多部门审批增加外资进入障碍。保险、

国防、广播等行业外资获得准入许可时，将不会

被单独审查。过去两年，印度政府逐渐放宽外国

直接投资（FDI）限制，超过 90%通过自动渠道流

入印度的外资不需要政府批准。2016 年 4-12月，

印度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3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驻孟买总领馆经商室/3 月 21 日） 

 

缅甸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预减 30% 

预计 2016年度（2016 年 4月～2017 年 3 月）

外国对缅甸的直接投资额将同比减少 30%，减至约

70 亿美元，将时隔 4 年出现同比降低。此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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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较高的石油天然气领域的投资消失，也未能通

过通信和制造业领域的增长弥补。1 年前上台的缅

甸全国民主联盟（NLD）政权推迟公布经济政策也

对此产生了影响。另外，针对大规模的经济开发，

全国民主联盟政权一直秉承重视环境影响评估的

方针。对于前政权时代接连提出的煤炭火力发电

站建设计划，也以对环境的负担很大为由表露了

重新审视的意向。（日经中文网/3 月 22 日） 

 

中巴经济走廊胡布燃煤电站项目开工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下称中电国际）参与

投资建设的胡布燃煤电站项目 3 月 21 日在巴基斯

坦俾路支省胡布地区举行开工仪式。这标志着中巴

经济走廊又一大型能源项目正式破土动工。胡布燃

煤电站是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施项目，预计总投资

19.95 亿美元，由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子公司中

电国际和巴基斯坦胡布电力有限公司分别按 74%、

26%的股比进行开发和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

括电厂和专用煤码头，规划总装机容量 1320 兆瓦，

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供应电力 9 亿度，满足 400

万巴基斯坦家庭的用电需求。据了解，胡布燃煤电

站项目开工建设后，预计将为当地创造至少 1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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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岗位。项目于 2019 年 8 月全部投入运行，将

有效缓解巴电力短缺局面，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财新网/3月 22 日） 

 

华为将在新西兰投资近 3 亿美元用于研发 

新西兰政府日前称，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将

投资 4亿新西兰元(2.82亿美元)，用于在新西兰的

研发工作。新西兰经济发展部部长 Simon Bridges

与新西兰科学与创新部部长 Paul Goldsmith 在联

合声明中称，华为将与新西兰的合作伙伴一道，成

立一家云数据中心，并在基督城与惠灵顿的大学成

立创新实验室。“华为此举还将帮助加强我们在数

字技术领域的研发活动和能力建设，”Bridges 说

道。（路透社/3月 22 日） 

 

中国石化接近达成收购雪佛龙南非资产的协议 

中国石化目前接近达成收购雪佛龙南非资产

的协议，该案估值为 10 亿美元。如果交易最后落

定，将成为中国石化在非洲的首个炼油资产，从而

加入中国石化的全球燃料分销网络。雪佛龙在 2016

年 1 月首次宣布出售该业务股权的计划，其中包括

出售位于开普敦一座日产能 11万桶油的炼厂。（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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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网/3 月 21日） 

 

海航集团以 22.1 亿美元收购纽约地产  

海航集团(HNA Group)已经达成协议，将向

Brookfield Property Partners LP 和纽约州教师

退休基金(New York State Teachers' Retirement 

System)购买面积 180 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大楼,交

易金额为 22.1 亿美元,该办公大楼位于纽约市公

园大道,这是纽约市办公楼交易规模最大之一。

Brookfield 持有该大厦 51%股份，其合伙人持有

49%。（《华尔街日报》/3月 22日） 

 

 

热点透析 

凛冬忽至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下半场  

2016 年突飞猛进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正遭内外夹攻。除

了来自境外对并购项目的严格审批之外，中国严格的外汇流

出管理和真实、合规性审核，也让中企对外投资热度骤然降

温。可以预见，2017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进入收缩期。 

出于对中资企业成功付款的担忧，境外机构对来自中国

的并购邀约也更加谨慎，而来自中国的竞标者也在因为资金

支付问题而处在一定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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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达律师事务所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由于中国政府试

图监管和过滤掉那些政府认为与收购方的核心业务没有关系

的重大境外投资项目，并对在监管机构看来对某些行业“非

理性”投资行为实施管控，中资收购方（特别是在竞标情况

下）需要清楚地向出售方和目标公司展示其能够在交易时间

表规定的时间内取得所需的中国监管机构批准，并汇出必要

的资金以完成交易。由于资金出境受限，许多企业通过在境

外设立资金池，来支持其海外投资计划。 

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 1 月对外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ODI）为 532.7 亿元，同比下降 35.7%；1-2 月 ODI

为 924.2 亿元（134.3 亿美元），同比下降 52.8%；2016 年

12 月这一数字为为 84.1 亿美元，同比下降 39.4%。而 2016

年全年，中国 ODI 为 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 44.1%。 

由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境外投资条例已经呼

之欲出，年内有望正式出台。将明确境外投资的内涵和外延，

以及鼓励和禁止的方向。 

中企海外投资将更具选择性 

多位官员在公开场合表示，2016 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

出现了一些不理性、不符合产业政策的投资，加强真实性、

合规性审核非常必要。 

在中国对境外投资加强监管的环境下，未来中国企业海

外投资可能要更加谨慎的选择项目，基础设施、科技、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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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中国鼓励的投资产业；不过有些则可能受到东道国的严

格审批，部分原因是中资购买方收购价值提高，以及这些收

购对东道国的经济战略影响在增加。 

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此前称，1-2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

对全球 1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75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

类直接投资，其中对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持续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中国对外投资重要目的地，企业

对外投资资金来源趋于多元。 

国企海外资金需按比例汇回 

“控流出扩流入”，已经成了近期外汇管理政策的重要

内容。在加强资金出境的审核之外，监管层也在强调国企央

企将境外的外汇资金按比例结汇汇回境内。 

中国外管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郭松此前称，外汇局要

求境内基石投资者境外上市募集资金结束后，上市公司及时

调回资金，并承诺一定比例的资金结汇；要求境内基石投资

者承诺减持境外上市公司股份后及时调回资金并结汇等。 

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表示，按过去的外汇管理规定，

企业在境外的外汇留存是有一定比例的，这是加强管理的要

求，调回境内结汇也是可以理解的。过去人民币升值阶段，

鼓励企业走出去，对资金汇回结汇管理放的比较松；现在形

势有所变化，还是得强调一下按原来的规定执行。 

上述监管层人士并表示，对于企业在境外项目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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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扩大再生产、投资上项目，需要在境内走个程序，经

过批准以后，可以不把钱拿回来，直接在外面投资。如果项

目没被批准，那这部分钱也不能老放在境外。 

亦有接近外管局的人士表示，监管层的调控都是逆周期

的，当前人民币有贬值预期的情况下，还是会严格执行资金

流出的审核，但结汇会逐渐放开；未来几年如果形势扭转，

人民币有升值压力了，则会逐渐放开购汇政策。（路透社/3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