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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拾级而上”
本报记者 王俊岭

7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中国贸促会等部门负
责人介绍了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2日至15日在广西南宁同时举办。专
家指出，近年来中国与东盟不仅自身呈现出较强的发展活力，而且彼此之间的
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成为全球范围内区域经济合作的一道亮丽风景。

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文莱、
越南……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东南亚国
家有着重要地位。如今，中国与东盟经
贸合作亦不断地“拾级而上”。

在贸易方面，2016 年全年实现贸易
额 4522 亿美元。2017 年 1 至 5 月份，中
国与东盟贸易增长速度达到16.2%，比全
国平均贸易增长速度高 3.2 个百分点。目
前，中国继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
位，东盟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
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中国与东盟
的合作亦快步向前。“这几年，中国和东
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合作不断
发展。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企业累计在
东盟国家签订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合同
额达到 2962.7 亿美元，累计完成合同额
2040 亿美元。目前，还有一大批公路、
铁路、港口、航空、电力、桥梁等项目
正在实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与东盟经贸成果
丰硕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双方经贸合作历史悠
久，不仅在自由贸易区 （FTZ） 谈判上起步较早，
而且还有很多次区域合作框架形成；二是中国与东
盟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很多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侨
华人在经贸往来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三是东盟
国家近年来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起到了重
要的“承接地”和“中转站”作用，从而让中国与
东盟经贸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中国与东盟的经贸热络是全方位的。
例如，在企业层面，阿里巴巴集团将东盟
作为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重要基地；在政
府层面，中国已与多个东盟国家签署了货
币互换协议；在民间层面，中国—东盟博
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等定期
会展活动往往包含主题丰富的研讨会、论
坛、展览，从而为扩大客商经贸交流提供
平台。”崔凡说。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博览会和投资
峰会这种定期沟通形式，中国和东盟也是
常做常新。

在论坛主题选择方面，本届中国—东
盟博览会将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形
势，首次增设中国—东盟海洋旅游合作论
坛、“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工程应用与
产业国际化论坛、中国—东盟防灾减灾与
可持续发展论坛。同时，博览会还将首次
设立智能制造装备展区，集中展示无人
机、智能机器人、3D打印等新产品。

再例如，中国贸促会与东盟有关国家工商会
在 2015 年曾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跨境电商平台的
倡议。这一平台自 2016 年底上线至今，已有 7 个东
盟国家的 907 类商品实现了在线销售，累计完成交
易达 75 万单。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尹宗华表示，今
年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有关方面就
将举办平台建设成果展示及线下交流活动，以促
使企业更好地利用跨境电商平台满足双方企业和
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促进中国与东盟贸易的进
一步发展。

针对地缘政治是否会影响经贸合
作，钱克明表示，无论从贸易、投资
来看，目前中国与东盟共同开展的跨
境经济合作区、经贸合作区建设，对
于推动各自经济产业结构升级、更好
地融入全球化都有很大作用。“下一
步经贸合作会进一步加强，将对促进
这一地区的繁荣稳定作出贡献。”钱克
明说。

在分析人士看来，中国与东盟今后
经贸合作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与“一带
一路”密切有关。其中，无论是东盟互联
互通总体规划 2025，还是印度尼西亚
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抑或是越南的

“两圈一廊”规划，都可以在基础设施建
设、国际产能合作、工业转型升级等方
面与“一带一路”倡议找到大量的契合
点与广阔的对接空间。

“如今不少人在分析‘一带一路’
时，往往将目光聚焦在‘一带’上，

而对于‘一路’的关注则有所不足。实际上，从
文化、政治、宗教、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视角
来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风险较小，而
且商机同样巨大。未来，在与东盟进行经贸合作
时，中国相关地区要进一步找准自身定位，积极
把握‘一带一路’商机。”崔凡举例说，粤港澳大
湾区规划不仅是粤港澳区域合作的升级版，更应
成为中国与东盟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节点，从而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拾级而上”
提供更多贸易、金融、交通支持。

国家统计局7月10日发布数据，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5％，涨幅与上月持平。上半年，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1.4％。图为河北省定州市市民在
一家超市选购水果。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本报银川7月 10日电 （记者刘
峰）“2017中国材料大会”日前在银
川市宁夏国际会堂开幕。20 多名中
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来自欧
洲、亚洲和北美等地区的数十名著名
学 府 和 科 研 机 构 的 专 家 学 者 等 近
5000名材料领域专业人士参会。

本届大会以“新材料、新技术、
新发展”为主题，举行 37 个分会活
动，共有930名材料界专业人士作现
场报告、1200 人作口头发言。大会
期间，还将举办“新材料、新工艺和
材料测试技术和设备展览”。本届大
会系首次在西北地区举办，也是历届
大会中规模最大的一届。

上半年资金价格上涨影响几何？
据新华社上海7月 10日电 （记

者刘雪） 国际能源巨头、BP 集团在
上海最新发布的 《BP 世界能源统计
年鉴》 显示，2016 年全球可再生能
源 发 电 （不 包 括 水 电） 同 比 增 长
14.1%，增加 5300万吨油当量，为有
记录以来最大增幅。其中，中国超过
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生
产国。

6月份CPI同比上涨1.5%

7月8日，江苏泗洪县魏营镇西瓜种植户杨召喜栽培的西瓜
最重一个达到 90.17公斤。据介绍，杨召喜今年春季在 0.6亩大
棚里栽植16棵西瓜，每棵西瓜上只保留一个瓜。目前，西瓜还
在生长期，最小单个也超过50公斤。 许昌亮摄 （人民视觉）

农民栽培出90公斤大西瓜

据新华社济南7月10日电（记者王志） 拥有
59 年历史、位列全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的济钢集
团有限公司钢铁生产线近日全线停产，未来将重
点发展城市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新兴产业，实
现转型升级。

始建于 1958 年的济钢，是共和国缔造的第一
批地方骨干钢铁企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济钢成为一家以钢铁为主、多业并举的特大型钢
铁联合企业，年产钢最高时曾达 1200 多万吨，跻
身全国十大钢铁企业行列。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薄涛介
绍，近年来，在钢铁行业去产能的大背景下，济
钢由于地处内陆和省会城市，物流成本高、环保
压力大等矛盾凸显，产能调整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山东省委、省政府经过审慎研究，决策实施
济钢产能调整工作。2016年8月，山东省政府正式
批准 《济钢产能调整和山钢转型发展工作总体方
案》，并于去年11月正式下发此方案。

自今年 6 月 29 日起，济钢分三步对包括焦化、炼铁、炼
钢、轧钢、公辅系统在内的钢铁生产线实施停产，到7月8日各
主体工序全部实现安全、环保停产。

济
钢
钢
铁
生
产
线
全
线
停
产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安蓓） 国家发展改革委称，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决定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取消、暂停
商业银行部分基础金融服务收费。

发展改革委、银监会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取消个人异地本
行柜台取现手续费，暂停收取本票、汇票的手续费、挂失费、
工本费 6项收费，各商业银行应主动对客户在本行开立的唯一
账户免收账户管理费和年费等。相关措施实施后，预计每年可
减轻客户负担61.05亿元。

部分基础金融服务收费将取消

中国材料大会
在银川市举办

“2017 淘宝造物节”日前在浙
江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汇聚
108家最具江湖味的淘宝顶级神店
及众多网红大咖，在一个个精心搭
建的特装展位里展示各自的神奇
产品、创意及概念，引领时尚潮流。
图为一名女孩在一家“毛哩”神店
展位里试戴一件怪诞的头饰。

李 忠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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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最大

可再生能源生产国

尹志烨作 （人民视觉）余额宝年化收益上涨

涨涨

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率、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企业债券
发行利率……今年上半年，国内各金融市场的资金价格出现
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如果说资金价格上涨是一枚硬币，那么
这枚硬币的一面是投资收益提高了，而另一面是借钱的成本
也提高了。资金价格上涨如何影响百姓生活？

个人理财：货币基金再成香饽饽

今年上半年，资金价格上涨在个人理财领域的一大亮点
就是货币市场基金重放光芒，现金的价值再度放大。

以余额宝为例，今年一季度余额宝净资产超过 1.1 万亿
元，环比增幅达到40%；二季度净资产逼近1.5万亿元，环比

增幅 25.64%。与之关联的数据就是收益率，余额宝 7日年化
收益从1月初3%上涨至当前的4%以上，涨幅超过30%。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货币市场基金在今年上半年的收益
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在此前 3年间，受国内流动性总体
宽裕的影响，资金价格低廉，货基的收益率普遍较低。但从
2016年10月份市场流动性出现边际趋紧，市场资金成本开始
上涨，货基的收益率随之水涨船高。2016年12月初，货基平
均 7日年化收益率仅有 2.5%，而当前的平均收益率水平已达
4%-5%，涨幅惊人。现在更有少数产品的收益率已逼近6%。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市场基金的持有人结构发生了很
大变化。一位基金经理表示，现在多数货基的持有人结构
发生了变化，个人投资者占比有明显增加，“货币市场基
金投取便利，现在通过互联网操作就能完成，所以很受年
轻人的欢迎。”

企业融资：发债成本提高

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在货币市场基金大热的同时，
实体企业发债等融资成本有所上升。

“发债比以前难了，而且成本也高了。”一位国有企业财
务负责人表示，在制作2017年企业预算时，并没有料到资金
价格涨幅如此之大。“去年企业发债票息大概3.5%左右，但今
年已经‘利率倒挂’，只得转向银行贷款。”

这位财务总监所说的“利率倒挂”就是今年上半年以
来，以发债为代表的部分直接融资成本，高于以银行贷款为
主的间接融资成本。而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直接融资成本低于
间接融资成本。

与2016年上半年相比，2017年前两个季度非金融企业债
券发行量同比下降超过 50%；2016年债券市场发行平均利率
不到4%，而2017年上半年大多数已发行的信用债发行平均利
率在6%左右。

受到债券市场发债难度加大影响，今年上半年银行信贷
规模大幅增加。多家银行表示，上半年企业贷款量较2016年
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与此同时，信托、非标等融资渠道也
受到追捧。

下半年或仍将是“现金为王”

“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
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
流动性基本稳定。”这是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2017中国
金融稳定报告》中对货币市场运行的展望。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金融去杠杆会使得
金融行业体系内部资金循环受限，总体流动性保持稳健偏
紧，但不会像2013年年中那样紧张。申万证券的分析师也认
为，流动性是当前影响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最重要变量。
监管影响短空长多，监管明朗化之后利率有向基本面回归的
需求，未来会转为有利因素。

业内人士预计，今年下半年，央行会根据情况通过公开
市场操作进行适当的调节，货币供应方面仍保持紧平衡。“再
加上美联储加息等外部性因素的影响，资金价格预期不会下
降。”前述基金经理认为，金融机构持有的现金头寸仍是“硬
通货”。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记者刘开雄 刘 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