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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新西兰首脑称两国将一起努力重启 TPP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新西兰总理英格利希 5月

17 日表示，他们将一起努力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TPP)，尽管此前美国抛弃了该自由贸易协定。

日本、新西兰以及其他 TPP成员国的贸易部长将在

越南河内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进

行会谈，决定如何恢复 TPP。TPP 要想在缺少美国

的情况下生效，必须去掉一项规定，即需要至少六

个国内生产总值(GDP)合计占 12 个创始成员国 85%

的国家批准的规定。（路透社/5月 18 日） 

  

美国商务部决定对日本产钢筋征收反倾销税 

美国商务部 5 月 16 日认定用于加固混凝土的

日本产钢筋以不合理低价出口美国，最终决定征收

反倾销关税进行制裁。税率为最高 209.46%，制裁

将在独立机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认定后

实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声明中强调，“外国企

业通过不正当销售破坏了美国钢铁行业，对此决不

能再袖手旁观”，再次凸显出美国对贸易伙伴国的

不公平贸易毫不迟疑地征收制裁关税的姿态。  

制裁对象企业为日本的城南制钢所和共英制钢。此

外，美国还计划对两家企业以外的日本产钢筋征收

206.43%的反倾销关税。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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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决定对土耳其产钢筋征收最高 8.17%的反倾销

关税，以及等同于土耳其政府补贴金额的 16.21%

的反补贴关税。（日经中文网/5月 17 日） 

 

1-4月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 ODI为 39.8亿美元  

中国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 5月 17日表示，2017

年 1-4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

45 个国家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ODI），累计

实现投资 39.8 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投资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 15.1%，占比较 2016

年同期增加 6.9个百分点。中国 1-4 月 ODI规模为

263.6亿美元，4月单月约为 58.2亿美元，同比降

幅高达 70.9%。1-4 月，中国投资超过 1 亿美元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 12 个，分别为新加坡、

老挝、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柬埔寨、

俄罗斯、阿联酋、缅甸、伊朗、越南、斯里兰卡。

中国已成为老挝、柬埔寨、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等国的最大外资来源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成为中国企业承包工程的重要市场。1-4 月，中国

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61 个国家新签合同额

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 51.5%；完

成营业额占同期总额的 48.1%。已经占据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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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5 月 17 日） 

 

特朗普政府维持对伊朗制裁现状 

特朗普政府决定，根据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

继续放弃对伊朗实施广泛制裁，同时将七个公司

和个人列入制裁黑名单。专家称，继续放弃制裁

以及扩大非核制裁名单意味着维持核协议现状，

同时美国政府在继续进行广泛的政策审议。总统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批评该核协议，但在上任之

后已缓和了他的态度。（《华尔街日报》/5 月 18

日） 

 

中美两国贸易关系解冻推动中投公司进军美国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正在加大打开美国市场的

努力，希望抓住最近两国贸易关系解冻的机会。中

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总经理屠光绍表

示，中美两国公司有可能加大向对方市场投资，希

望两国增进互信。中投公司希望在今后几年显著增

加在美国直接投资。不久前中投公司宣布将在纽约

开设一家办事处，取代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唯一海外

办事处。中投公司拥有逾 2,000亿美元外国资产。

屠光绍称，目前中投公司企盼投资美国高速公路、

铁路、高科技制造工厂之类项目，希望产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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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回报；中投公司可以成为美国基础设施和制

造业项目的一个长期资本稳定来源，帮助美国公司

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华尔街日报》/5 月

18 日） 

  

2016－2017 财年中国蝉联缅甸最大贸易国 

据缅甸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2017财年，

缅甸与中国的贸易额为 107.56亿美元，其中，出

口 50.06 亿美元，进口 57.5 亿美元，逆差为 7.44

亿美元。与中国的边贸总额为 62.48 亿美元，其

中，从木姐口岸出口 37.03 亿美元、进口 16.57

亿美元，贸易总额为 53.61 亿美元；从雷基口岸

出口 1.86 亿美元、进口 0.15 亿美元，贸易总额

为 2.02亿美元；从清水河口岸出口 5.15亿美元、

进口 0.57 亿美元，贸易总额为 5.73 亿美元；从

甘拜地口岸出口 0.64亿美元、进口 0.42亿美元，

贸易总额为 1.06 亿美元；从景栋口岸出口 0.02

亿美元、进口 0.02 亿美元，贸易总额为 0.04 亿

美元。（驻曼德勒总领馆经商室/5 月 17 日） 

 

中资在澳投资集中地产领域  

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日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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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 2015-2016财年报告显示，经该委批准的海外

投资中，来自中国的项目审批数和总金额均远超其

他国家，排名第一。2015-2016财年 FIRB共批准中

国在澳投资 473 亿澳元，额度与上财年（466 亿澳

元）持平。其中，房地产业最受中国投资者青睐，

财年内共有 319亿澳元中资被批准投向澳住房开发

及房产购买项目，而墨尔本更超越悉尼，成为中国

投资者最青睐的目的地。有分析指出，中国经 FIRB

审批的对澳投资虽已连续 3年超过美国，但美国仍

是非房产领域的最大投资国。本财年内，美国在澳

房地产业的投资仅为 82 亿澳元，而更多的资金投

向了金融和保险资产，总额约为 100 亿澳元，相较

上一财年该领域投资仅为 20 亿澳元来讲，美国对

澳投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驻墨尔本总领馆经

商室/5 月 17日） 

 

中行将尝试通过并购扩大一带一路沿线的布局  

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表示，未来中行在“一

带一路”沿线的机构设置上，除了自设机构以外，

也将紧跟客户和市场，寻找潜在并购目标，在适当

条件下尝试通过海外并购方式不断扩大和优化全

球网络布局。田国立并透露，截至 3 月末，中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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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共跟进境外重大项目约 460个，

项目总投资额超过 4,372 亿美元，提供意向性授信

支持超过 1,005亿美元，主要集中在电力、铁路、

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矿产等基础设施建设

及能源矿产领域。其中 2015 年至 2017年 3 月末，

中行已完成对沿线国家各类授信支持超过 680亿美

元。按照计划，2015 年至 2017年中行将力争为“一

带一路”项目提供 1,000 亿美元的授信支持。（路

透社/5 月 18日） 

  

进出口银行签署沙特高级轮胎厂项目贷款协议  

5 月 16 日，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沙特高级轮

胎厂项目贷款协议。该项目是沙特国内首个轮胎制

造厂项目，符合沙特“2030愿景”产业发展方向，

受到沙方重视。该项目采用中国标准建造，由中工

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投资运营，建成后可年

产 180 万条 18 个规格的半钢子午线程勇和轻卡汽

车轮胎。项目的成功实施将填补海湾地区轮胎工业

空白，进一步推动中沙产能合作。（驻沙特阿拉伯

使馆经商处/5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