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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经济

□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李国章□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李国章

要么变脸 要么难产

TPPTPP 谈判如何打破僵局谈判如何打破僵局
经过 10 天马拉松式的唇枪舌剑和

互不相让，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第 18 轮谈判日前在马来西亚沙
巴州首府哥打基纳巴卢落下帷幕。来
自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
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
国和越南等 11 国的代表分成多个谈判
小组，就投资、市场准入、电子商务、环
境、政府采购等多个议题展开磋商。日
本 于 7 月 23 日 正 式 成 为 第 12 个 参 加
TPP 谈判的国家并随即加入磋商。谈
判结束后各国对外发布新闻的口径基
本一致：本轮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但不
少议题仍未解决，下一轮谈判将于 8 月
22 日至 30 日在文莱举行，各国将努力
实现年内完成谈判的目标。

基于 TPP 概念的新鲜“噱头”以及
未来一旦成立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
影响，第 18 轮谈判从始至终吸引着国
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首先，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谈判到底
能取得多大进展。作为本轮谈判主办

方 ，马 来 西 亚 首 席 谈 判 代 表 贾 亚 西 里
7 月 25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轮谈
判取得的进展更多是在技术性层面，而
在关于废除工业品和农产品关税等重要
议题上，各方意见针锋相对，今后的谈判
将非常重要，需要解决更加困难和更敏
感的议题。另有消息透露，本轮谈判中，
除市场准入和取消关税等问题陷入僵局
外，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环境、劳动、电子
商务等问题的谈判也僵持不下。

第二，各国高度关注日本在开放国
内 农 产 品 市 场 等 领 域 能 作 出 多 大 让
步。日本是 TPP 全力争取的谈判伙伴，
因为日本加入谈判后，TPP 谈判参加国
的 GDP 总 和 将 达 到 26 万 亿 美 元 至 27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 GDP 总和的 40%，
贸易额也将占全球贸易总额的三分之
一左右。日本的加入对美国而言还有
更深层次的重要意义，那就是可以支持
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并为抗衡 RCEP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增 添 生 力
军。但日本的加入也使谈判的难度陡

增，因为日本长期以来在开放国内农产
品市场方面的“铁公鸡”形象强硬且不
受欢迎。日本加入 TPP 谈判的如意算
盘是：一方面要求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
国家进一步放宽汽车、家电等日本优势
产品的进口限制；另一方面拼死保护国
内农产品市场，目标是将大米、小麦、肉
类、乳制品、甘蔗等重要农产品作为废
除关税的例外。日本首席谈判官鹤冈
公二会后在记者会上指出，关于重要和
困难的议案，各国的主张仍有距离。

第三，TPP 谈判各方下一步如何打
破僵局。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要完成
TPP 协定的签署，因为美国等国心知肚
明，再这样纸上谈兵 TPP 会被 RCEP 落
下 更 多 。 但 无 法 回 避 的 是 ，TPP 现 有
12 个谈判成员国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巨大、打上美国利益至上烙印的谈判门
槛太高是不争的事实；再者，无论从传
统立场还是未来利益出发，日本在开放
农产品市场方面全面让步的可能性几
乎为零。一旦日本这个保护主义堡垒

不能攻克，那么其他国家尤其是经济发
展水平偏低的国家自然会纷纷效仿，采
取 有 选 择 性 的 态 度 参 与 谈 判 。 就 算
TPP 未成正果，由东盟主导、中日韩澳
新印等亚太 6 国全力支持且进展顺利
的 RCEP，也可确保东南亚国家未来的
区域经济合作无虞。

如何才能解开谈判死扣，美国贸易
代表迈克尔·弗罗曼的表态尴尬中透出
一丝乐观：“今年年底以前签署 TPP 协
定是艰难的，但却是可以做到的”。但
更多的国家以及专家学者对“不变味”
的谈判成功多持否定态度。一种看法
认为，基于谈判涉及多种经济体且标准
太过复杂，TPP 协议不太可能在今年年
底之前签署；另一种看法则指出，由于
参 与 谈 判 各 国 的 市 场 制 度 差 异 很 大 ，
TPP 最终将无法成为最初所宣称的那
样高标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彼此
让步和妥协在所难免。

如此看来，TPP 谈判前途难卜，要
么变脸，要么难产。

自年初以来，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

响，俄罗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前 6 个月俄经济增长低于

预 期 ， 仅 为 1.7% ， 工 业 生 产 仅 增 长

0.1% ，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上 半 年 累 计 下 降

1.4%。俄总统普京对当前俄经济发展现状

感到不满，责成政府尽快就促进经济增长

提出具体措施建议。日前，俄政府通过了

俄经济发展部提交的建议措施，以刺激俄

经济尽早“企稳回升”。

首先，采取实质性措施扶持俄中小企

业发展。一是为中小企业发展进一步提供

资金，俄经济发展部建议，一方面成立联

邦基金以帮助地方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提

供担保，另一方面考虑动用国家福利基金

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扶持；二是俄

政府将延长中小企业在保险税费上享受的

优惠。俄政府曾计划于 2014 年起调整中

小企业保险税费，从目前的 20%上调至

30%，2015 年上调至 34%，现在这一可能

给中小企业带来额外负担的举措已被叫

停；三是俄经济发展部还建议政府采购指

标继续向中小企业倾斜。俄政府已于今年

6 月公布了有关提高俄基础设施项目及国

有企业从中小企业采购份额的系列措施，

这将有助于在 2018 年前将每年中小企业

在政府采购中的占比从 10%提高至 25%。

其次，提高投资积极性。俄经济发展

部长乌柳卡耶夫指出，应该利用一切可能

的因素提高商业投资积极性，其中包括发

展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他认为有

必要修改有关经营权法律条款、制定通过

关于公共和私营部门伙伴关系的法律。俄

经济发展部重申可以使用国家福利基金和

退休基金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融资。

在今年 6 月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俄总

统普京曾宣布俄将从国家福利基金中拿出

4500 亿卢布 （约合 140 亿美元） 投入基础

设施建设。这些项目包括修建莫斯科至喀

山高铁、中央环线公路和西伯利亚大铁路

改造三项工程。俄经济发展部还提出，对

于在俄证券市场连续三年投资俄有价证券

的自然人予以个人所得税优惠。

第三，扩大信贷供应，提高信贷可用

性。乌柳卡耶夫建议降低贷款机构费用标

准及利率水平，为最终借款人提供更为优

惠的借贷条件。同时，俄经济发展部还建

议利用 6 个月内尚无人使用的闲置联邦预

算资金来充实银行的资金基础。

第四，根据“路线图”继续优化商业

投资环境。早在 2012 年俄总统普京就曾

要求政府在当年制定出一揽子优化投资环

境的路线图，目前俄政府共批准了 9 个

“路线图”，其中包括 520 项措施，未来还

将通过 4 个相应的“路线图”。此外，俄

政府将继续通过降低税负、提升商业透明

度等额外措施吸引外来投资。

第五，对个别与入世承诺相关的领域给

予特别扶持。乌柳卡耶夫建议对因入世遭受

损失的本国企业提供支持。此前，俄已对受

入世影响明显的俄汽车制造业、农业等行业

在税收、信贷等方面予以系列优惠政策。

俄经济发展部对俄经济现状仍持审慎

乐观态度，俄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克列帕奇

认为俄经济已经触底，他期待今年下半年

在经济触底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改善

投资环境，央行出台新政策提高流动性，

增加农业贷款和基础设施投资。他认为投

资将推动经济加速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俄此次提出的经济刺

激计划主要着眼点落在了扩大投资，即增

强企业自主投资能力、提升银行的投资保

障能力、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资金投入、

改善商业环境提升吸引外资能力。汇丰银

行俄罗斯和独联体区首席经济学家莫罗佐

夫认为，经济发展部的建议总体而言值得

市场欢迎，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俄经济增长

面临商业环境欠佳等一系列结构性制约。

如果私人公司不愿意投资、国有企业不能

增加投资，那么仅依靠货币与财政政策措

施是无法使俄经济走出增长困境的。俄前

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也指出，经济发展部

为提升经济增速提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建

议，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还远远不够。

俄罗斯出台刺激措施保增长

□ 廖伟径□ 廖伟径

7月 30日，在希腊首都雅典，游客撑伞参观议会大楼。希腊近日遭热浪侵袭，30日最高气温达到 40摄氏度。

(新华社发)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
2013 年上半年，中东和非洲地区的酒店
业绩喜人，各项主要指标均有所增长。其
中，酒店平均客房收益 （RevPAR） 达到
106.19 美元，增幅达到 8%；入住率增长
4.9% 至 63.7% ； 日 均 房 价 增 长 2.9% 至
166.64美元。

数据显示，6 月份，卡塔尔首都多哈的
酒店入住率达到 63.2%，增幅将近 27%，是
整个中东和非洲地区酒店入住率最高的城
市。其次是埃及首都开罗，入住率增幅超
过 21.5%。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酒店入住率

降低 3.6 个百分点至 54.1%，成为降幅最大
的城市之一。

与此同时，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平均
客房收益增长 24.6%至 98.27 美元，增幅领
跑整个中东和非洲地区酒店业；多哈紧随

其后，平均客房收益增长 23.5%至 119.52
美元。从日均房价来看，吉达和马斯喀特
两地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分别达到 260.01
美元和 168.26美元。

由于靠近形势动荡的叙利亚，黎巴嫩

的酒店业受到连带影响，成为整个中东和
非洲地区为数不多的负增长市场。6 月份，
贝鲁特的酒店入住率不足 53%，同比减少
10%；日均房价同比降低 21%至 156 美元；
平均客房收益减少 20.4%至 88.80美元。

中东非洲上半年酒店业绩喜人中东非洲上半年酒店业绩喜人

本报塔什干电 记者李垂发报道：为加快
经济发展，扩大工业规模特别是加强能源工业
发展，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最近决定新增工业投
资项目 47个，投资总额达 24.3亿美元。

新增项目中，能源项目占有重要地位。乌
国家能源公司计划 2017 年前在纳曼干州新建
火力发电站，功率为 900 兆瓦，投资总额达 10
亿美元；2015 年前计划投资 2 亿多美元在萨马
尔罕州新建功率为 100 兆瓦的太阳能电站。
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计划 2013年至 2015年
投资 3 亿多美元，在塔什干市和塔什干州新建
天然气自动化计量系统。乌国家化学工业公
司计划 2018 年前投资 2.4 亿美元建设硝酸和
玄武岩纤维生产厂。

乌政府曾制定了 2009-2014 年工业投资
规划，计划建设 300 多个投资项目，总投资达
554 亿美元。其中，石油天然气领域计划投资
153 亿美元，石油化学领域计划投资 121 亿美
元，交通领域计划投资 72 亿美元，电力工业领
域计划投资 58亿美元，矿山冶金工业计划投资
44亿美元。

据乌政府透露，投资来源主要是靠吸引外
来投资，约占 50%，30%为乌企业自有资金，还
有 20%来自乌改造和发展基金及乌银行资金。

乌兹别克斯坦：

引资发展能源工业

乌兹别克斯坦：

引资发展能源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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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新高
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德国消费调研公司

（GfK）日前公布的报告显示，8 月份德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将升至 7.0，创下 2007 年 9 月以来最高纪录。7 月份这一指
数为 6.8。

数据还显示，德国消费者购买家具等大件、昂贵商品的
意愿也达到了一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就业情况
持续稳定和通货膨胀率适度是消费者信心提升的重要原因。

13.1%

欧元区一季度家庭储蓄率攀升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欧盟统计局日前

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家庭储
蓄率分别为 13.1%和 11%，均分别高于上个季度的 12.4%
和 10.7%；欧元区和欧盟家庭投资率分别为 8.4%和 7.9%，
均分别低于上个季度的 8.7%和 8.1%。今年第一季度，欧元
区 家 庭 人 均 名 义 和 实 际 可 支 配 收 入 分 别 增 长 0.7% 和
0.5%，人均实际消费需求下降 0.1%。

匈牙利将提前还清IMF贷款

新航斥巨资改良机舱设施

DHL推出全新航空运输服务
本报讯 记者宋群报道：德国邮政敦豪旗下的空运和

海运专业服务机构 DHL 全球货运公司近日针对生命科学
与 医 疗 保 健 产 业 推 出 了 一 项 全 新 的 空 运 服 务 DHL
Thermonet。这一全球性服务是 DHL 生命科学与医疗保
健设施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为客户提供了一个透明且符合
监管标准的平台，使其能够妥善管理温度敏感型医药产品
和医疗设备的运输。

DHL 全球货运与运输首席执行官罗康旭表示：“全球
医药行业的销售总额已经超过了 1 万亿美元，美国、日本和
中国是最大的 3 个市场。因此，对于 DHL 而言，生命科学
与医疗保健产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业务部门，我们正在此
加大投资力度，不断开发新产品和服务。”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陶杰报道：新加坡航空公司日前
宣布斥资 1.5 亿美元为 8 架客机安装新一代机舱设备，以
求用更好的服务水准赢得顾客和市场。这也是新航自
2007 年以来展开的最大规模机舱改良计划，该计划前后
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

此前，新航宣布投资 170 多亿美元，向空中客车和波
音公司订购 60 架新客机。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新航改良
机舱设备的举动显示了新航不断提升产品服务质量，以确
保市场领导地位的决心。

72.4亿美元

韩国6月经常项目再现顺差
本报首尔电 记者杨明报道：据韩国央行日前发布的

6 月国际收支初步数据显示，6 月份韩国经常项目顺差规模
为 72.4 亿美元，这是韩国自去年 2 月份以来连续第 17 个月
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今年上半年韩国经常项目顺差规模达
到 297.7亿美元，创下自 1998年上半年以来的新高。

据统计，韩国 6 月份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减少 3.4%，为
403.3 亿美元，商品出口总额同比减少 3.1%，为 453.6 亿美
元。由此商品项目实现 50.3 亿美元顺差，使经常项目顺差
大幅扩大。其他方面，服务业收支顺差为 11.8 亿美元，收入
收支顺差为 9.6亿美元，转移款项顺差为 0.7亿美元。

本版编辑 毛 铁 廉 丹 周 剑

本报驻布达佩斯电 记者刘键报道：匈牙利经济部长
米哈伊·瓦尔加日前在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封
信中指出，匈牙利准备在今年 8 月 12 日全数提前偿还
IMF2008年向匈牙利提供的贷款。

瓦尔加在信中写道，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目前匈牙利
经济已出现好转。匈牙利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取得了较好的
收益，已经成功地积累了外汇储备，实现了有利的融资条
件，因此有足够的资金提前还款。

瓦尔加在信中分析指出，通过提前偿还 IMF 的贷款，
匈牙利的融资市场将会稳步增长，还将减少因贷款而带来
的大量利息支付，从而缓解对财政预算案的负担，并可保持
匈牙利的外汇储备处于一个安全的水平。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时，匈牙利成为首个获得
IMF 金融支持的欧盟成员国。匈政府于 2008年和 2009年
先后获得共计 75 亿欧元的救助款，原定在 2014 年 3 月全
部还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