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领全球化进程的中国角色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陈 建

2016年全球贸易状况持续低迷，全球贸易增速预计将跌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水

平，也将是过去15年来全球贸易增幅首次低于全球经济增幅。然而，中国在以开放姿态赢得自身

经济贸易体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稳步发展。入世15年的中国从分享红利

到红利互动，不断引领全球化新进程，走向全球经济治理舞台的中央——

全球原油市场正在展开新博弈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谢 飞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贸易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在世贸组织中的作用持续增强，以开放姿态赢得自身经济贸易体量迅速增

长。图为客车和工程机械设备在江苏连云港港口码头等待装船。 （新华社发）

基础金属市场反弹趋势明显

在基础金属方面，2016 年初，大多数分析师对基础
金属市场持悲观态度。尽管当前大多数大宗商品价格依
然在边际生产成本下方，但是随着生产者减少供给、市场
再平衡的逐步实现，多数商品基本面持续改善。2016 年
下半年，受中国经济企稳、美国新政府承诺加大基础设施
投资以及全球制造业 PMI 数据走强等因素影响，基础金
属市场强势反弹。

截至 12 月中旬，铝、铜、铅、锌大幅回升。其中，铜价
曾经是 2015年表现最差的大宗商品，但是当前已经较年
初上涨了 20%左右；锌价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回暖、全
球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而上涨逾 70%；相比去年的下跌
46%，今年的铁矿石价格基本上翻番。基于上述数据，各
方预计基础金属市场全年可能实现接近 9%的增幅。

同样实现强势转身的还有贵金属。截至 12 月中旬，
黄金、白银相比年初分别上涨了 8%、22%左右。黄金有
望实现 2012年以来的首次年度价格上涨，白银则有望实
现 2010年以来的最大年度涨幅。

然而，与基础金属市场相比，贵金属市场行情中还存
在市场震荡。贵金属市场“过山车”的起点是美联储宣布
加息的 2015 年 12 月 17 日。9 年来的首次加息使得贵金
属，尤其是黄金价格跌至低谷。但在 2016 年一季度，由
于美国经济数据疲弱和全球外汇、股票市场波动，使得黄
金价格一度飙升了 20%。

随后三个季度中，外部政治事件和发达经济体货币
政策走向加剧了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市场的剧烈震荡。在
经历了一季度宏观需求带来的波动后，6 月份的黄金市
场受到英国脱欧公投的直接冲击。脱欧公投造成市场避
险需求急剧上升，黄金价格也在 7 月初被推至了年度最
高水平。随后受到脱欧进程波动和政治不确定性影响，
贵金属价格基本上维持在年度高位运行。9 月份，日本
央行和欧洲央行相继宣布不会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趋
于中性或收紧，美联储也暗示年内加息。这一系列表态
在推升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收益率的同时，造成黄金价
格大幅承压，贵金属价格一度跌至英国脱欧公投前水
平。11 月份，美国大选前的市场不确定性和避险因素再
次将黄金推升至英国公投后水平。后因美国大选对市场
的冲击逐步回落，投资者对全球明年经济增长预期趋稳，
贵金属价格再次回落。

相比基础金属和贵金属的总体增长态势，大宗农产
品市场表现相对分化。其中，糖、咖啡和棉花等“软性大
宗农产品”价格上升明显，粮食类则出现了下滑。回顾
2016 年市场走势，由于发达经济体利率水平依然处于历
史低位，农产品成为寻求高收益投机者的关注对象，造成
市场波动频发。与此同时，全球外汇市场的大幅波动也
造成农产品价格的震荡。典型案例是巴西雷亚尔的波
动。巴西作为全球咖啡和糖最大生产国，其货币的升值
直接推升了软性农产品价格指数的飙升。

大宗商品供需再平衡持续推进

展望 2017 年，各方的共识首先是大宗商品市场供
需再平衡将持续推进。在新世纪头 10 年中，在价格高
位支撑下，大宗商品市场供应快速增加造成 2010 年以
来的供过于求。近年来价格长期低于成本使得基础金
属、贵金属和农产品基本面不断调整，预计大多数商品
类别将在 2017 年底实现供需平衡。受此影响，综合各
方市场预期，2017 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望实现 3.8%
的年度增幅。

其次，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导向有利于基础金属市
场。市场分析认为，美国新一届政府有可能推行大规模
财政刺激政策，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效果将在 2017
年下半年和 2018 年显现。2017 年中国经济也将维持稳
定增长态势，这意味着基础设施、房地产和汽车产业将保
持旺盛的需求。上述因素将成为支撑 2017 年基础金属
市场的关键动力。各方预期 2017 年基础金属市场将延
续强势增长趋势，全年增幅有可能维持在 3%左右。

第三，贵金属和大宗农产品市场利空因素增多。多
数分析师预计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财政政策可能进一
步推升美国国债收益率、美元和美股水平。同时，当前日
本央行、欧洲央行货币政策转向中性，发达经济体主权债
务收益率维持增势可能性较大。这些市场因素都将对贵
金属市场不利。然而，多家投资银行认为即使利空因素
增加，考虑到主要发达经济体实际利率水平仍处于历史
低位，黄金和贵金属价格依然会在 2017 年维持上升势
头。在农产品领域，小麦、玉米和大豆等关键农产品库存
水平处于历史高位，若农产品价格因此长期处于低位，势
必造成越来越多生产商削减投入，这虽然有可能使 2017
年的基础面趋向供需平衡，但总体依然不容乐观。因此，
大多数分析师对未来农产品价格持悲观态度。

第四，波动与震荡依然伴随全年市场走势。2017 年
市场发展首先面临的是美国新政府政策议程存在巨大不
确定性。未来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走向如何、大规模
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能否落实都将成为影响大宗商品市场
走势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2017 年 5 月份的石油输出
国组织会议、欧洲关键国家大选等重大事件也将冲击大
宗商品市场的稳定性。

大 宗 商 品 市 场
在波动中强势转身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2016 年，国际原油市场经历了不平
凡的一年。国际油价在低位徘徊近两年
之后，原油市场重量级“玩家”正在展开新
一轮博弈。

2016 年，国际原油市场继续在“低价
位”、“高供给”、“高库存”和“低需求”状态
下挣扎。大部分以石油工业为支柱产业
的产油国也因低油价带来的财政困境度
日如年。国际大型石油企业裁员、撤资双
管齐下，为渡过难关放低了身段。在国际
油价持续高位运行几年之后迅速跌入低
谷并持续如此长的时间，用“严冬”来形容
原油市场并不为过。

在持续了近两年的持续低价后，国际
市场要求减产的声音愈发高涨。沙特、俄
罗斯等重量级产油国自身的财政困境也让
减产行动成为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但减
产并非纸上谈兵，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
克）内部成员国间的利益如何协调、伊朗与
沙特两国关系对欧佩克政策的影响、欧佩
克与非欧佩克成员国之间的减产份额如何
分配，成为各家“寸土必争”的问题。

今年 4 月份，欧佩克与俄罗斯等非欧

佩克产油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减产问
题举行会谈，沙特在最后一刻改变立场，
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国际油价再次承压
下跌。但欧佩克并没有放弃寻求解决方
案，直至今年 11 月 30 日，欧佩克最终达
成 8 年来的第一个减产协议。随后，欧佩
克又与俄罗斯等 13 个非欧佩克成员国达
成协议，双方自 2017 年开始联合减产，以
提振油价。

市场分析认为，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
油国联合减产，预示着今后国际原油市场
格局将发生微妙的改变。

自 2014 年以来，欧佩克始终拒绝通
过减产方式调节市场供需关系，试图利用
低油价冲垮美国页岩油产业，维护自身的
市场份额。今年欧佩克重新决定减产，标
志着欧佩克这一策略告一段落，有着一些

“回归”的意味。尽管欧佩克早已不再是
国际原油市场的唯一玩家，但其占全球三
分之一的产能足以在全球供求关系中拥
有足够的话语权，只不过今后欧佩克参与
全球原油市场博弈的方式有可能与以往
略有不同。

随着页岩油产业的崛起和俄罗斯等
非欧佩克产油国产量不断提升，欧佩克的
影响力已被削弱，因而在低调参与市场博
弈的同时，寻求新伙伴对欧佩克而言将是
更好的选择。此次欧佩克与俄罗斯等非
欧佩克产油国联合行动便是最好的例
证。把以往的竞争关系转化为命运共同
体，是当前产油国最好的生存之道。

对于明年的国际原油市场，各方仍然
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首先，减产行动
无疑将提振当前仍显疲弱的市场。多数
投资机构和市场分析认为，明年上半年油
价将站稳 60 美元/桶，甚至有可能冲击每
桶 70 美元/桶的高位。其次，减产带来的
刺激能够持续多久，各方仍心存疑虑。一
方面，欧佩克成员国能否严格执行减产协
议广受外界质疑，一旦有关产油国没有严
格执行该协议，整个协议就有可能面临失
败的境地，国际油价届时必将再受重挫。
另一方面，随着价格的回升，页岩油产能
将很快重回市场。过去两年，页岩油产业
也饱受低油价困扰，但页岩油的开采成本
在这段时间内也有了明显降低。一旦油

价回升至 60 美元/桶，页岩油产能将快速
回归市场。届时，全球原油市场供求关系
又将面临失衡的风险，进而遏制油价持续
上涨势头。

因此，产油国并不能因这一减产协议
就能“高枕无忧”，明年的国际原油市场仍
然充满不确定性。其中，世界经济复苏的
步伐是影响原油市场供求关系的最根本要
素。国际能源署和市场分析普遍认为，明
年世界范围内原油需求增长预期仍然较
低，指望以目前的减产手段彻底扭转供需
失衡状态并不现实。因此，国际油价在明
年也难以很快进入快速上升通道。不过，
大部分产油国认为，明年国际原油市场的
供求关系将有所好转，市场规律将在明年
的国际油市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今年国际原油市场的关键词
是“减产”，那么明年市场所面临的一个常
态将是“调整”。欧佩克 8 年来首次减产，
效果如何，现在还很难确定。在市场各方
不断的博弈中，供求关系将在市场规律的
引导下逐步趋于平衡，从过去两年的走势
来看，这一过程恐怕并不轻松。

2016 年全球贸易状况持续低迷，全
球贸易增速预计将跌至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也将是过去 15 年来
全球贸易增幅首次低于全球经济增幅。

“反全球化”思潮的蔓延推动各国贸易政
策内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成为全球
贸易疲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国在以
开放姿态赢得自身经济贸易体量迅速增
长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稳步
发展。入世 15 年的中国从分享红利到红
利互动，不断引领全球化新进程，走向全
球经济治理舞台的中央。

经济不振导致贸易放缓

世贸组织 7 月份发布的《世界贸易统
计报告》显示，2015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
长 2.7%，仅略高于 2015 年 2.4%的全球经
济增速。以美元计价，2015 年全球货物
贸易出口额为 16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
13%；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为 4.7 万亿美
元，下降 6%。全球贸易量和全球贸易额
之间的差异主要受两大因素影响：原材料
价格暴跌以及汇率波动。

2015 年，全球贸易向主要贸易伙伴
集中的趋势更为明显。前 10 大贸易伙伴
占全球货物贸易额的 52%，占全球服务贸
易额的 53%；前 50 大贸易伙伴占全球货
物贸易出口额的 93.6%，全球货物贸易进
口额的 91.1%，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的
89.5%，全球服务贸易进口额的 87.9%。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地位有所提升，发展中
国家货物贸易额占全球货物贸易额的
42%，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额占全球服务
贸易额的 36%。

此外，按世贸组织统计口径，全球迄
今仍有效并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约有
423 个，其中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为欧
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2015 年这
三大区域贸易协定的出口额为 8.8 万亿
美元，进口额为 9.6 万亿美元，分别占全
球出口额和进口额的 55%和 58%。其中，
欧盟货物出口 5.3 万亿美元，占全球的三
分之一，占比略有提高；北美自由贸易区
货物出口占全球的 14%，东盟占 7%。

根据世贸组织 9 月底发布的最新预
测，2016 年全球贸易量增幅进一步下跌，
仅为 1.7%。对于 2017 年的全球贸易量
增长预期，世贸组织则下调至 1.8%。世
贸组织认为，2016 年发达国家的出口增
长 率 将 高 于 发 展 中 国 家 ，二 者 分 别 为
2.1%和 1.2%；在进口方面，发展中国家的
增长率将只有 0.4%，发达国家为 2.6%。

世贸组织的最新预测意味着，2016
年将是 15 年来全球贸易增速首次低于全
球经济总产出的增速。长期来看，全球贸
易增速通常是全球经济增速的 1.5 倍，特
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化快速发展
时期，全球贸易增速高达全球经济增速的
两倍。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贸易正面临增
长大幅放缓的严峻考验。在“反全球化”
情绪日益高涨的背景下，这一考验尤为令
人担忧。目前，无论从贸易角度还是从创
造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角度，都必须确保
当前形势不会误导各经济体实施恶化目
前局势的政策。

世贸组织认为，世界经济不振是全球
贸易放缓的根本原因，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增加了全球贸易复苏的不确定性，“反全
球化”思潮蔓延更是推动各国贸易政策内
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根据《世界贸易
统计报告》，2015 年 10 月份至 2016 年 5
月份，世贸组织成员新实施了 154 项包括
进口关税、禁止进口、进口数量限制、复杂
海关程序、当地含量要求和临时性进出口
税费等贸易限制措施，平均每月 22 项。
从非关税壁垒看，截至 2015 年底，120 个
世贸组织成员累计通报技术性贸易壁垒
约 1.5 万个，128 个世贸组织成员通报卫
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约 2 万个。从贸易救
济措施看，截至 2015 年底，30 个世贸组
织成员累计发起 1494 项反倾销调查，8
个世贸组织成员发起 111 个反补贴调查，
35 个世贸组织成员发起 155 个保障措施
调查。《二十国集团贸易措施报告》也显
示，二十国集团经济体出台贸易限制措施
的速度，已达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从 2015 年 10 月中
旬到 2016 年 5 月中旬，二十国集团经济
体共采取了 145 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月
均近 21项。

中国举动赢得积极评价

世贸组织对中国的第六次贸易政策
审议于 7 月份顺利结束。中国代表团介
绍了自 2014 年 7 月份审议以来中国经济
发展形势、贸易投资领域的新进展、主要
改革和对外开放措施，以及积极参与多边
贸易体制的有关情况。世贸组织成员高
度关注本次中国贸易政策审议，向中国提
交了 1955 个书面问题，涉及中国宏观经
济体制和经贸领域的政策措施。

在此次审议中，世贸组织成员对中国
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表示充
分肯定，对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并为其

他成员带来市场机遇给予积极评价。中
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有所放
缓，但改革步伐并未放慢。特别是中国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得到成员
支持，开放新举措得到肯定，“一带一路”
建设得到广泛响应，在自贸试验区实施准
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得
到了高度肯定。

世贸组织成员还积极评价中国为多
边贸易体制建设提供的领导力，对中国
2014 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主办国、2016
年作为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期间在共同反
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贸易便利化协
定》早日实施方面展现出的领导力表示
赞赏。

世贸组织成员还高度评价了中国给
予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以及
对南南合作的促进。比如，中国给予 33
个建交并换文的最不发达国家 97％税目
产品免关税待遇，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加入
世贸组织，2011 年在世贸组织建立“中国
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及其加入项目”。

在最新审议中，世贸组织成员对中
国经贸体制的积极评价和肯定比较多，
对中国的关注也明显增强，这些都表明
中国在全球贸易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上
升 ，中 国 在 世 贸 组 织 中 的 作 用 持 续 增
强。会议主席、中国香港常驻世贸组织
代表杨碧筠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此次审
议会议为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贸易投
资政策提供了良机。成员们对中国经济
的快速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贸试
验区建设等表示赞赏。

满怀自信走上多边舞台

2016 年 12 月 11 日是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 15 周年的日子。加入世贸组织对

促进中国外贸发展和拉动经济增长发
挥了重要作用。统计显示，2001 年中
国 进 出 口 总 额 为 0.51 万 亿 美 元 ，2015
年这一数字达到 3.96 万亿美元，约为入
世 前 的 8 倍 。 15 年 来 ，中 国 攀 越 诸 多

“ 高 峰 ”：目 前 已 成 为 全 球 第 二 大 经 济
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吸
引外资国，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世贸组织认为，中国入世 15 年来，以开
放姿态赢得自身经济贸易体量迅速增
长，推进全球经济稳步发展；以务实态
度广泛参与世贸组织各项事务，针对复
杂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满怀自信的
姿态逐渐成长为国际多边舞台上的领
导者。

世 贸 组 织 发 言 人 基 思·罗 克 韦 尔
说，中国用过去 15 年的经历告诉世界，
成为开放型经济体可以带来巨大的发
展和繁荣。中国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
贸易体量的双增长，也成为全球经济稳
定的“压舱石”。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以来，中国持续从世界其他地区进
口货物和服务，促使很多国家的经济趋
于稳定并实现复苏。中国的开放，对于
当 时 中 国 的 贸 易 伙 伴 来 说 极 为 重 要 。
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领导力也在逐步
显现。例如，中国一直在支持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从多边贸易体
制中受益。中国的领导力不仅体现在
多边贸易平台。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正努力创
建新的国际平台和工具，协助社会发展
和经济增长，并致力于维护国家间的稳
定关系。

15 年来，中国深度融入世界，世界因
中国而精彩。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正以
更开放的胸襟，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拥抱
全球化新格局。

回顾 2016 年大宗商品市场，虽然一波三

折，但是总体维持了强势上涨的趋势，并一举

扭转了多年来的下跌走势。“2016年大宗商品

资产投资回报率远超过其他投资资产类

别”——德意志银行日前的这一判断得到了绝

大多数投资分析人士的认可。欧洲财经咨询

机构福克斯综合各家投行分析认为，受大部分

商品类别市场供需再平衡持续改善影响，2016

年大宗商品价格年度增幅将达到 10.4%，与

2014年、2015年分别下降8.8%和 26.7%的局面

形成鲜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