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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贸信息

1. 拜登政府成立“突击工作组”以在贸易方面追击中国

2021 年 6 月 9 日

美东时间 2021 年 6 月 8 日，拜登政府公布对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等关键供应链的百日

审查报告。随着该报告的出台，拜登政府表示将针对中国成立新的“突击工作组”，以打击不

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记者表示，由美国贸易代表领导的“供应链贸易突击工

作组”将审查导致供应链“空心化”的具体违规行为，并通过贸易补救措施加以解决。官员们

还表示，美国商务部正在考虑启动 232 条款调查，以调查从中国进口钕磁铁对美国国家安全的

影响。据悉，美国主要从中国进口用于电机和其他工业应用的钕磁铁。

美国总统拜登曾于今年 2月份下令审查关键供应链领域，要求行政机构在 100 天内报告美

国在关键产品供应链方面面临的风险。作为拜登政府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该项审查旨在增强美

国就应对中国经济挑战时的竞争力。美国各机构必须在一年后发布更完整的报告，找出国内制

造能力缺口、政策漏洞并加以解决。

（来源：《路透社》中文网，可转载）

https://cn.reuters.com/

2. 美国将与中国台湾地区展开贸易及投资谈判

2021 年 6 月 8 日

2021 年 6 月 7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美国将与中国台湾地区展开

贸易与投资谈判，推进与中国台湾地区的贸易关系，或重启此前停摆的贸易和投资框架。

据报道，随着美中关系恶化，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加强了与台湾的接触，拜登政

府正延续这一进程。拜登政府于上周推出了疫苗分配计划，其中包括将疫苗分配给台湾，三名

美国参议员曾于上周末到访台湾，以强调疫苗合作。当被问及美国与中国台湾的贸易谈判时，

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发言人表示，美国应停止与中国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和接触，

停止以任何实质性方式提升与中国台湾的关系。这位发言人敦促美方遵守与中国政府长达数十

年的协议，即承诺美国只与中国政府维持官方关系作为与中国正式建交的条件。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可转载）

https://cn.wsj.com/

https://cn.reuters.com/
https://cn.ws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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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7 峰会本周开幕 共同捍卫所谓“民主”以抗衡中国

2021 年 6 月 7 日

据报道，七国集团（G7）领导人将出席在英国举行的年度峰会。七国集团希望向世界证

明，西方国家能够团结一致捍卫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得胜利。

G7峰会也是美国总统拜登在赢得大选后的首次海外访问。白宫表示，拜登出席会议凸显

他对恢复美国联盟、重振跨大西洋关系，以及与美国盟友和多边伙伴密切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

的承诺。这次峰会被视为美国领导力回归的重要一步，拜登将借此机会重申对多边主义的承诺。

在G7峰会后，拜登将出席北约峰会、美欧峰会，并计划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拜登显然对此

行给予厚望，其于上周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我的欧洲之行是为了团结世界民主国家”

的署名文章，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问题：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民主国家能团结起

来为我们的人民带来真正好处吗？在上个世纪占有重要地位的民主联盟和机构，能否证明它们

有能力应对当今的威胁和对手？”他接着说：“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本周在欧洲，我们有机

会证明这一点。”

七国集团（G7）由世界上最大的七个发达经济体组成，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

利、日本、英国和美国。该集团宣称具有所谓“共同的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观”。俄罗斯在

1998 年加入组成八国集团，后因俄方侵占克里米亚而被逐出。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因人均财富水平较低，未被纳入。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网，可转载）

https://www.voachinese.com/

4. 美国法院就华裔科学家隐瞒其中国工作进行审判

2021 年 6 月 7 日

美东时间 2021 年 6 月 7 日，美国诺克斯维尔市联邦法院（Knoxville federal court）就华裔

科学家胡安明在接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资助同时涉嫌隐瞒其与中国学术机构关系

进行陪审团审判，该审判预计将持续两个星期。胡曾担任美国田纳西大学机械、航空航天及生

物医学工程系的副教授并接受NASA的科研资金。

联邦检察官马修·麦肯锡（Matthew McKenzie）在法庭上称，在 2016 年至 2019 年期间的

田纳西大学年度披露文件中，在是否受雇于田纳西大学之外的机构问题一栏，胡给出的回答是

“否”；在申请终身教职时，胡提交的简历中并未提到其同时受聘于北京工业大学。胡故意隐

瞒自己与中国学术机构的关系，导致田纳西大学在向NASA 申请联邦项目经费时错误地认证其

申请符合有关的联邦法律。根据联邦法律，NASA 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公司、大学给予资

https://www.voa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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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或拨款。根据 2018 年的拨款方案显示，田纳西大学曾收到过 5万美元拨款旨在支持胡为马

歇尔太空飞行中心（Marshall Space Flight Center）开发用于打印金属传感器的 3D打印技术。

在提交给法庭的一份材料中，胡的律师菲利普·洛莫娜克（Philip Lomonaco）表示，司法

部想在所谓的经济间谍案中有所作为，因此忽视事实和法律，摧毁了胡及另外三个博士在纳米

技术领域的职业生涯，并期望法庭遵循他们的叙述。在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

的指导下，联邦检察官针对美国大学、科研机构中的学者隐瞒自身接受中国政府资助或就中国

的访问研究人员瞒报与中国军队的关系，已提起了十多起刑事案件的指控。此前另一起“中国

行动计划”案件中，中国“千人计划”的资深化学师游晓蓉博士于今年 4月被美国田纳西州联

邦陪审团判定串谋盗窃商业秘密、经济间谍和电信诈骗的罪名成立。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网，可转载）

https://www.voachinese.com/

5. 美国禁止投资 59 家中企 中国外交部敦促撤销打压中企“清单”

2021 年 6 月 4 日

2021 年 6 月 3 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下令禁止美国实体投资 59 家中国国防和科

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周五回应称，中方敦促美方尊重市场规律和原则，撤销打压中国企业的各

种所谓“清单”；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

不择手段打压和限制中国企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汪文斌指出，美方的有关行径违背市场规

律，破坏市场规则和秩序，损害的不仅是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也包括美国投资者在内的全球

投资者的利益。当被问及清单是否会影响中美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则解决问题。

（来源：《路透社》中文网，可转载）

https://cn.reuters.com/

6. 欧元区投资者士气达到 2018 年 2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021 年 6 月 7 日

周一的一项调查显示，欧元区的投资者士气实现了“四连升”，在持续上升了四个月以后，

于 6月份达到 2018 年 2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由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状况逐渐好转，餐

馆重新开放且旅游业也逐渐恢复。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ese-thousand-talent-related-phd-chemist-found-guilty-of-stealing-trade-secret-and-econimic-espionage-20210422/5863471.html
https://www.voachinese.com/
https://cn.reu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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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ix 的欧元区指数从 5月份的 21.0 攀升至 28.1。路透社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读数为 26.0，

当前状况指数从 6.3 飙升至 21.3，预期指数从一个月前的 36.8 降至 35.3。

Sentix 董事总经理曼弗雷德·休布纳 (Manfred Huebner) 表示，欧元区逐渐填补了新冠疫

情所带来的惨痛损失，然而，强劲的经济也有不利因素，比如我们能够预见价格会上涨。此外，

Sentix 在 6 月 3 日至 5日期间对 1139 名投资者进行了调查。

来源：（路透社，可转载）

https://www.reuters.com/

7. 疫情下外国投资者仍对德国保持青睐

2021 年 6 月 7 日

安永的最新研究显示，尽管面临新冠疫情危机和封锁措施，外国投资者在德国的投资数量

依然保持相对稳定。

德国《时代周报》网站报道，咨询公司安永（EY）6 月 7 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0

年，外国公司在德国的投资项目数量下降相对较少，仅下降 4%，达 930 个。在法国，投资项

目数量下降了 18%，至 985。在英国则下降了 12%，至 975。整个欧洲共有 5578 个外国投资项

目，下降了 13%。此种降幅比 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还要严重。

安永同时预计，2021 年，德国的投资项目将会增多，因为外国公司的投资意愿正在增强，

尤其是在工业领域，而作为主导产业的汽车工业目前表现良好。

安永德国首席执行官阿勒斯（Henrik Ahers）表示，德国损失相对较少主要得益于几个原

因。一方面，德国能够较好地缓冲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其经济产出下降幅度明显低于法国

和英国。此外，德国出口依然保持强劲，因为中国早期复苏使德国受益匪浅。同时，德国也受

益于其在欧洲中心的位置和相对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2020 年，其物流项目数量增加了一倍

多，从 63 个增加到 129 个。

虽然美国、土耳其和英国公司减少了在德国的投资，但中国、荷兰以及法国和瑞士公司在

德国的投资数量有所增加。阿勒斯表示，对于大多数非欧洲国家的公司来说，德国是欧洲最重

要的投资地点（北美公司除外，它们更喜欢在英国投资）。另一方面，亚洲公司被德国吸引，

而且呈上升趋势。德国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及其良好的政治、社会和法律保障是吸引外国公司投

资的主要原因。

（来源：欧洲时报，可转载）

http://www.oushinet.com/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euro-zone-investor-morale-rises-highest-level-since-feb-2018-2021-06-07/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euro-zone-investor-morale-rises-highest-level-since-feb-2018-2021-06-07/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europe/GER/2021-06-07/8515117260412108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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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疫情难阻法国对外资吸引力 中国蝉联法国最大亚洲投资国

2021 年 6 月 7 日

根据安永事务所（cabinet EY）最新制定的外资吸引力晴雨表显示，法国在投资项目以及

创造就业岗位的数量方面仍然领先于英国和德国。另有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新增在法投资

53 项，连续第二年成为法国的第一大亚洲投资来源国。

从总体来看，外资投资项目数量有所下降

法国《世界报》（Le Monde）报道，根据安永事务所 6月 7 日发布的最新国家外资吸引力

晴雨表显示，从总体来看，全球外资投资项目数量有所下降。在欧洲大陆，2020 年投资项目

数量减少了 13%，与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下降 11%的比例相近。法国连续第二年成为欧洲对

外资最具吸引力国家，虽然 2020 年在法投资项目数量下降了 18%，达 985 项，但无论是在项

目总量上还是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上法国仍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近三年来，法国吸引外国投资的能力大幅回升”，安永合伙人莱尔米特（Marc Lhermitte）

分析道，“尽管在 2020 年法国诸多优势产业（例如航空或旅游业）深受疫情危机影响，但投

资者并未出现放弃法国投资项目的情况，也没有迹象显示法国有争议的防疫策略与大项目之间

有何关联性。”反之，投资者们对法国利用经济手段应对危机的力度赞赏有加：在接受调查的

高管中有 44%的人认为法国应对危机的表现优于其他国家。

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6 日对这一“出色结果”深感满意，同时他认为此结

果“证明了法国经济的活力和稳固性”。法国的出色表现主要受惠于自 2017 年以来实施的多

项优惠政策：首先是“推动企业增长与转型行动计划”（La Loi Pacte），其次是对企业减负（赢

利税率从 33%降至 25%），此外还有在复苏计划框架内于今年 1月推出的降低生产税。法国经

济部强调，“所有这些举措为企业营造了一个稳定且具吸引力的新税收制度。”

“40%的投资项目选择落地小城镇”

苹果公司前任欧洲老板、现任法国国际投资大使、法国商务投资署董事长卡尼（Pascal Cagni）

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只是一个方面。“对于投资者来说，法国是一个拥有 6600 万人口的市场，

拥有非常高的储蓄率，近年来的数字革命已给市场带来巨大推动，而且还有高质量的宽带以及

较低的能源成本等等。”

鉴于法国致力于再工业化战略，众多工业领域的投资项目令人鼓舞。莱尔米特明确指出，

在 985 个投资项目中约有一半是计划在法国开展“生产或创新”。数据显示，有 341 个项目旨

在新建以及扩大现有工厂或生产基地，有 115 个是研发项目。从行业来看，制药业项目增长最

多，其次是家具业、公用事业（能源、水、垃圾处理）以及金融服务。法国负责外贸事务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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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里埃斯特（Franck Riester）表示，从地域上看，巴黎大区仍然是吸引外国投资最多的地区，

不过“有 40%的外资投资项目选择在人口少于 4万人城镇落地。”

过去充满活力的服务业则比较令人失望。来自大型软件企业或 IT（信息技术）公司以及

企业服务领域的投资急剧下降。根据莱尔米特的说法，这一现象在“整个欧洲”几乎随处可见。

同时，他还指出“在工业领域所作的所有努力，都已见成效。”

中国新增在法投资 53 项

根据晴雨表中投资者表现出来的观望态度来看，法国的领先优势还比较脆弱。2021 年，44%

的受访者有意减少在法国的项目投资规模，不过有 42%的受访者表示将会维持甚至加大项目投

资规模。事实上，受访者对法国应对危机、税收政策的调整以及法式创新均感到满意；不过，

他们对法国未来将推行的环保法规以及社会状况的发展存有更多疑虑。他们对失业率上升、债

务负担和公共开支负担的加大均不看好。“我们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培训问题、行政管理过

度问题，以及和睦共处的挑战”，卡尼总结道。

另据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公布的资料显示，2020 年，中国新增在法投资 53 项，连续第二年

成为法国的第一大亚洲投资来源国。这些项目为法国创造或保留了近 1700 个工作岗位，比 2019

年增加 24%。投资企业包括上海微创医疗（MicroPort）以及复星集团等。据统计，目前中国企

业已控股超过 900 家法国企业，在法国本地雇佣超过 50000 名员工。

此外，中国在法投资项目所涉及的商业活动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决策中心、生产制造、研

发及工程，而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大区和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则是在 2020 年接受中国投

资项目最多的两个大区。

（来源：欧洲时报，可转载）

http://www.oushinet.com/

9. 欧盟与东盟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航空运输协议

2021 年 6 月 4 日

东盟表示，欧盟是东盟的第三大外国投资来源和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ASEAN) 和欧盟

达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集团之间的航空运输协议，以允许各自的航空公司更容易地扩展到对方地

区和内部的服务。根据这一协议，航空公司将按要求每周提供 14 次客运服务并在其他地区停

留一站，以能够在回程中接载乘客。一站取货的航班则不受限制。

东盟于周五发声明表示，该协议的正式达成意味着合并后的 37 个成员国的航空公司可以

在这两个地区的国家之间不限数量地运营直飞航班。

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ouzhong/ouzhongnews/2021-06-07/8514957761055375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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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盟的声明，欧盟运输专员阿迪娜·瓦莱恩 (Adina Valean) 表示该协议“为我们的欧

洲航空公司和相关行业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基本保证，同时优化了贸易和投资的互惠前景”。新

加坡独立航空分析师 Brendan Sobie 表示，这一协议对航空公司来说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但确保航班时刻等问题仍可能是挑战。“与其他地区的航空公司相比，这一协议的总体想法是

让东盟和欧盟的航空公司更具竞争力，这些航空公司一直积极地在东盟-欧盟市场上争取市场

份额，”Brendan Sobie 说，“但是可能存在阻碍此类路线实际运营的问题。插槽一直是该地区

问题之一，这可能会使交通权受到减损。”

来源： （路透社，可转载）

https://www.reuters.com/

10. 欧盟达成跨国公司税收透明度协议

2021 年 6 月 3 日

欧盟政府和议会谈判代表周二就相关规则达成协议，这一协议将迫使大型跨国公司披露它

们在欧盟 27 国集团中缴纳的收入和税款以及在被欧盟视为避税天堂的国家缴纳的税款。这一

协议由欧盟委员会于 2016 年提出，是欧盟在新冠肺炎疫情后急需现金为经济复苏提供资金的

情况下打击大型国际公司避税的努力的一部分。该协议的文本将在两个欧洲议会委员会和议会

全体会议以及欧盟政府理事会中正式通过。

根据这一新达成的协议，连续两年年营业额超过 7.5 亿欧元的跨国公司必须在欧盟国家

和欧盟非合作辖区国家申报利润、税收和雇员人数。但在欧盟以外的非“避税天堂”的其他国

家缴纳的税款数据只会以汇总的形式提供，因为欧盟各国政府不愿同意以各国的名义提供更详

细的各国数据。

乐施会慈善组织因此提出批评，世界上许多被称为“避税天堂”的国家和地区不在欧盟的

非合作管辖区名单上，因此可以规避审查。“只有 27 个欧盟成员国和 21 个目前被列入黑名单

或灰色名单的司法管辖区需要保持透明度，这意味着全球的近 200 个国家，4个国家中就有 3

个国家要保护企业机密。”乐施会的税务专家 Chiara Putaturo 说：“欧盟立法者给予了跨国

公司大量的机会，使它们能够通过将利润转移到欧盟以外的避税天堂，如百慕大、开曼群岛和

瑞士等地，从而能够继续秘密避税。”她表示，该交易还为这些跨国公司提供了为期五年的商

业敏感信息报告豁免，提供了一种避免披露的方法，并指出对大额营业额的要求将排除多达

90% 的跨国公司。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eu-asean-conclude-landmark-air-transport-agreement-2021-06-04/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eu-asean-conclude-landmark-air-transport-agreement-2021-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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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谈判该协议的欧洲议会的一些成员表示，这仍将有助于使税收制度更加公平。“这些税

收透明度措施将有助于确保跨国公司公平地支付其份额，并可以优化其运营方式。”议会经济

和货币事务委员会的绿党议员 Ernest Urtasun 说。

根据税收正义网络智囊团的数据，欧盟国家要对全球因公司规避税收造成的损失承担

36% 的责任。随着利润转移到爱尔兰、卢森堡和荷兰等低税收管辖区，这些公司每年给全球

各国造成超过 1540 亿美元的损失。

来源： （路透社，可转载）

https://www.reuters.com/

11. 俄出口中心将通过阿里巴巴平台推广俄商品

2021 年 6 月 3 日

俄罗斯出口中心总经理维罗妮卡∙尼基希娜透露，该中心与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签署在阿里

巴巴平台上推广俄罗斯商品的备忘录。

据她介绍，双方还商议定期举行培训、讲座以及其它教学活动，并为阿里巴巴平台的用户

联合举办推广俄罗斯商品的特别在线活动。第一个活动为俄罗斯商品和服务的在线展览

"Russian On-Line Trade Show"，预计将于 2021 年 10 月举办。届时将有 300 多名在该平台注册的

俄罗斯供应商参与。她指出，在阿里巴巴举办类似活动能够为供应商的主页吸引额外的流量和

买家。

（来源：中俄资讯网，可转载）

http://www.chinaru.info/zhongejmyw/shichangshangqing/64107.shtml

12. 哈萨克斯坦出台改善营商环境一揽子措施

2021 年 6 月 9 日

为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刺激商业活动，哈萨克斯坦政府出台了包括减轻企业负担、提高

融资可及性、扩大市场准入、优化人力资源供给等四个重点方向的 24 项措施。

通过采取直接激励措施，有助于实现今年GDP增长 3%的目标，将为从业人员超过 330

万人，120 多万家企业提供支持。

这是落实总统关于扶持中小企业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

此前，哈总统托卡耶夫在政府扩大会议上表示，今年工作重点是扶持中小企业，要求政府

会同阿塔梅肯国家企业家协会在一个月内制定必要措施。

（来源：哈萨克国际通讯社，可转载）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u-reaches-deal-tax-transparency-multinational-firms-2021-06-01/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u-reaches-deal-tax-transparency-multinational-firms-2021-06-01/
http://www.chinaru.info/zhongejmyw/shichangshangqing/641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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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form.kz/cn/article_a3798525

13. 欧盟拟征收碳关税 哈萨克斯坦积极应对

2021 年 6 月 8 日

据贸易和一体化部消息，欧盟计划自 2023 年起分阶段推进«碳边界调整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对来自碳排放标准较低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

以减少碳排放对气候的影响。

据了解，从 2023 年起，欧盟将对电力生产、黑色冶金和矿山生产等行业试点征收碳关税，

到 2025 年，碳边界调整机制将扩大到包括化工、各类冶金和石化行业。

哈萨克斯坦主要向欧洲市场供应原材料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预计欧盟开征碳关税将对哈

主要出口产品造成直接影响。

2021 年一季度，哈对欧盟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原油（40 亿美元，占比 95%）、成品油

（1.263 亿美元，3%）、氢气、惰性气体和其他非金属（0.452 亿美元，1%）、天然气（1910

万美元，0.45%）、氧化铬和氢氧化铬（670 万美元，0.16%）、植物油渣（460 万美元，0.11%）、

金属酸盐和过金属酸盐（270 万美元，0.06%）。

贸易部指出，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尚在制定之中，并正在研究是否对积极推行减排政策的

出口国减免碳关税。此外，如何核算和统计碳排放量的问题也未明确。所以目前很难估算碳边

界调整机制对哈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影响。

为减轻负面影响，生态部正在牵头制定《2050 年前低碳经济发展愿景》。根据哈碳减排

政策的三种可能路径，哈政府正在制定 2050 年前国家经济长期发展模型。一旦欧盟明确碳关

税征收方案，哈政府将着手制定相应国家规划，以最大限度减轻对哈出口的影响，并就此问题

与欧盟展开谈判。

此前，哈总统托卡耶夫宣布，哈萨克斯坦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哈总理马明在回答

议员质询时表示，为避免欧盟对哈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到 2050 年，哈所需的额外投资初步

估算为 5623 亿美元。

哈政府制定的《2050 年前低碳经济发展愿景》中，明确提出哈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主要

风险和拟采取的措施。

《愿景》提出哈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三种场景，即基准场景、绿色经济场景和深度去碳场

景。以 2017 年哈对欧盟出口水平和价格计算，按照基准场景（维持现有政策措施不变），到

2035 年，向欧盟支付的碳关税将达到哈全部出口收入的 18.4%。按照绿色经济场景（引入碳排

放有偿配额机制，收紧碳排放交易体系），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60%（2050 年前需额外投资 813

https://www.inform.kz/cn/article_a379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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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向欧盟支付的碳关税较基准场景减少 6.3%。按照深度去碳场景（将新的受管控行

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对非管控行业征收碳税），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80%（2050 年前需额

外投资 5623 亿美元），从而达到欧盟碳排放标准，免除向欧盟缴纳碳关税。

此外，哈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部提出，为提高能效，今后每五年进行一次能源审计，并根

据审计结果制定实施节能方案。哈工业部已制定包含提高能源审计质量在内的《节能法》草案，

并提交议会下院审议。

（来源：哈萨克国际通讯社，可转载）

https://www.inform.kz/cn/article_a3798067

14. 俄克里米亚估计中国的潜在投资为 30 亿美元

2021 年 6 月 7 日

俄罗斯克里米亚共和国发展公司总经理德米特里∙沃罗纳在接受卫星采访时表示，未来几

年中国对克里米亚经济的潜在投资额可能达到约 30 亿美元。

他说：“总的来说，我估计潜在的中国投资额约为 30 亿美元，因此，克里米亚共和国发

展公司正在中国从事普及克里米亚的工作。我们发行了中文版的《投资克里米亚》特刊，我们

即将完成将我们网站翻译成中文的工作，我们正在与外交部合作，在我国驻外代表处和驻外贸

易使团发放有关克里米亚的材料。”

他补充说：“中国投资者对农业、葡萄和草药种植、精油作物生产表现出最大兴趣，他们

对娱乐业、浴疗胜地的前景以及我们在新冠病毒感染后的康复设施表现出浓厚兴趣。”

（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可转载）

https://sputniknews.cn/economics/202106071033838743/

15. 明斯克有意改用俄罗斯和亚洲技术

2021 年 6 月 6 日

白俄罗斯总理戈洛夫琴科表示，为了回应西方国家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明斯克有意放弃欧

洲和美国的技术，改用俄罗斯和亚洲的技术，并且针对西方的民用产品采取保护措施。

戈洛夫琴科在接受白俄罗斯一台采访时称：“当然，我们被迫放弃西方的商品和技术。我

们有意改用亚洲的技术，亚洲技术数十年来飞速发展。初步统计，光是中国技术就可以取代

90%的欧美技术。况且还有俄罗斯技术也在积极发展。”

他强调说：“我们准备对本国市场实施特别的保护措施。这不仅涉及到投资，也涉及到民

用产品。我们有权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

https://www.inform.kz/cn/article_a3798067
https://sputniknews.cn/economics/202106071033838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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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总理称已经起草一整套措施应对制裁。

（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可转载）

https://sputniknews.cn/politics/202106061033837565/

16. 越南木材出口超出预期

2021 年 6 月 9 日

据越南海关的报告称，截至 2021 年 5 月，越南木材和木制品出口额达 64.2 亿美元，同比

增长 42%。其中，木制品出口额达 49.6 亿美元，增长近 57%。在疫情导致许多产业陷入困境

的环境中，越南木材与木制品行业的出口仍超出预期，增速创历史新高。

对此，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副部长河功俊表示，越南木材生产商已经适应了疫情后的“新

常态”，通过增加网上贸易量，积极寻找国外合作伙伴，扩大对外出口。因此，在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下，本国木业仍能掌握主动权，实现出口增长。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林业总局副局长

裴正义表示，全球木制家具市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越南木材及木制品出口仅占全球

市场的 9%左右，90%以上的市场份额有待挖掘。据预测，目前，越南是全球第五大木材产品

出口国。以当前的出口增速看，越南将很快超越第五的位置，升至世界最大木材产品出口国的

第四位甚至第三位。

据进口商透露，因为疫情原因，各国均采取隔离封锁措施，民众大多选择居家办公。因此，

对家具以及木制品的市场需求大幅增加。而越南木制品生产商严格遵守原产地规则，因此越南

木制品赢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然而，在疫情期间，由于原材料供应出现中断，订单大幅

增加可能使生产商的供货能力受到影响。

（来源：越通社）

https://en.vietnamplus.vn/wood-exports-hit-record-high-despite-covid19-in-five-months/202780.

vnp

17. 韩国 4月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达 19.1 亿美元

2021 年 6 月 8 日

据韩国银行（央行）8日发布的初步核实数据显示，今年 4月韩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实现

19.1 亿美元顺差，连续 12 个月保持顺差，同比增加 52.1 亿美元。以 4 月为准，这是韩国收支

经常项目时隔 3年由逆差转顺差。

据悉，韩国 4月货物贸易顺差规模达 45.6 亿美元，同比增加 38.6 亿美元。出口（166.5 亿

美元）同比增加 46.9%，进口（476.1 亿美元）同比增加 36.7%。服务贸易出现 15 亿美元逆差。

https://en.vietnamplus.vn/wood-exports-hit-record-high-despite-covid19-in-five-months/202780.vnp
https://en.vietnamplus.vn/wood-exports-hit-record-high-despite-covid19-in-five-months/202780.v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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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得益于反映海上运价水平的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SCFI）同比提高 232.4%，

运输项目收支实现 8.1 亿美元顺差，但旅游贸易逆差扩大至 6.1 亿美元。

此外，反映工资、分红、利息等的韩国收入账户收支逆差为 19.5 亿美元，这主要是受到

年底决算的公司多在 4月分配股息（逆差 32.1 亿美元）的影响，但整体逆差规模仍同比（-22.5

亿美元）减少。另外，今年 4月，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 43.3 亿美元，外商对韩直接投资增加

26 亿美元。韩国对海外证券市场投资增加 48.4 亿美元，外商对韩证券市场投资增加 61.3 亿美

元。

（来源：韩联社）

https://cn.yna.co.kr/view/ACK20210608000500881?section=economy/index

18. 拓展现有产业 泰国外资流入估增 14 亿美元

2021 年 6 月 7 日

近日，据泰国开泰研究中心报告称，新冠肺炎疫情过后的全球投资浪潮将引发供应链发生

大规模调整。同时，疫情的打击让各产业的跨国公司认识到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加上中美之

间贸易和技术战的升级促使跨国企业从中国分散风险。因此，新冠疫情过后的全球趋势将引发

回岸潮流（Reshoring），即高新技术业主将生产基地迁回本国国内进行生产的潮流，以及为主

流制造业建立生产基地和新供应链的多元化潮流。

尽管泰国在市场规模、贸易优惠权益和劳动力工资方面无法与东盟其他成员国竞争，但泰

国在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齐全的基础设施以及汽车、电器和电子行业某些类别

的综合供应链方面仍有较大优势。因此部分外国投资者仍会选择泰国作为其在东盟地区的生产

基地。报告预测，泰国于 2021-2023 年期间将获得约 11-14 亿美元的新增外资流入，较过去 3

年（2018-2020 年）增长 0.7-0.8%，其中大部分投资是在泰国已拥有完整供应链的产业领域进行

的新投资。

（来源：世界日报）

http://www.udnbkk.com/article-312150-1.html?_dsign=f2504f1d

19. 日本公布半导体产业新战略 欲与海外企业合作建厂

2021 年 6 月 4 日

6 月 4 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旨在加强半导体开发和生产体制的新战略，表示计划与海外企

业合作建厂，从而完善日本国内的生产能力。近年来，半导体在经济安全保障方面的重要性逐

渐增加，而日本政府此举意在重振日本半导体产业，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对此，日本提出新战

https://cn.yna.co.kr/view/ACK20210608000500881?section=economy/index
http://www.udnbkk.com/article-312150-1.html?_dsign=f2504f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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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草案，确保半导体等数字产业“作为国家项目投入”。尖端半导体将通过与海外企业合作开

设工厂，完善日本本土制造能力。

据悉，日本半导体产业上世纪 80 年代后半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50%。之后，海外企业

逐渐发力，近年来，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市场占有率降至 10%左右。如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

（TSMC）等“代工”企业的市场统治力不断增强。因此，日本政府考虑通过合作的方式提升

日企影响力和生产力。日本政府表示：基于过去 30 年的经验教训，结合近期地缘政治形势，

欲对半导体产业作出重大战略调整。在新战略中，日本提到了尖端半导体制造技术国产化以及

现有工厂更新换代等问题，并要求强化半导体设计，重视技术开发，力争成为亚洲半导体产业

的核心。

（来源：日本共同社）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06/9c56ec17e017--.html

20. 2020 年柬埔寨外国直接投资略微下滑

2021 年 6 月 3 日

据柬埔寨国家银行（NBC）《2020 年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显示，2020 年柬埔寨外国直接

投资（FDI）总额稍有下滑，但金融、建筑、房地产和制造业等仍保持强劲势头。据悉，2019

年柬埔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为 35 亿美元，但基于疫情不确定因素，2020 年萎缩了 1%。

报告指出，占 FDI 总额约三分之一的金融领域，去年维持增长 12.8%。投资回报率的增加、

银行补充资本投资、新银行开业和一些小额贷款机构晋升为商业银行等，都是推动金融领域投

资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非银行 FDI 下降 9.4%，其中建筑和房地产（占 FDI 总额 17%）

下降 10.6%，以及制造业 FDI（占 16.2%）下降了 7.4%。

此外，报告表示，中国仍是柬埔寨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占其外资总额的 51%。其次是新加

坡（8.2%）、韩国（7.9%）、日本（5.8%）、英国（4.4%）、马来西亚（4.2%）和泰国（3.3%）。

而中企投资领域主要涵盖制衣和制鞋业、发电、房地产、金融和公寓等。

（来源：柬华日报）

https://jianhuadaily.com/20210603/127857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06/9c56ec17e017--.html
https://jianhuadaily.com/20210603/127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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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评论

1. 拜登扩大中企投资禁令 降低门槛或让更多中企中招

2021 年 6 月 3 日

2021 年 6 月 3 日，美国总统拜登发布行政令，禁止美国主体对中国国防或监控技术领域约

60 家企业进行投资。该禁令涉及的企业范围超过前总统特朗普签署的类似禁令，而且门槛更

低，要在此后名单中增加更多企业也变得更加容易。美国华盛顿律师、前商务部官员Kevin Wolf

称，“新禁令的范围更广，列入名单的标准低得多，更能经受住法律的审查。”

拜登总统签发的新行政令禁止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国防及相关材料领域、监控技术领域“运

作或曾经运作”的企业，或由从事这些领域的个人拥有或控制的企业。其目的是限制美国资金

流向中国高新技术行业领域。相比之下，特朗普总统签发的行政令的基础是数年前《国防授权

法》中定义的中国军方企业，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政府部委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工业基地

拥有或控制的企业或与之“有关联”的企业。新行政令取消了与中国国家有直接关联的要求，

使用了更模糊的语言，仅要求相关公司在国防或监控领域“运营”。

此前，小米集团、箩筐科技、高云半导体三家公司基于特朗普禁令被指定为“中共涉军企

业”，该三家公司在美国法院对美国国防部、财政部提起诉讼；其中小米集团、箩筐科技均获

得美国法院的临时禁令，该指定被法院叫停，针对高云半导体的指定美国法院尚未作出裁决。

美国政府或意识到特朗普的行政令需要得到加强。香港律师宋慧婷（Wendy Wysong）称：拜

登的清单似乎有更坚实的基础。对于被列入清单的实体向美国政府发起挑战可能更难，因为美

国指定涉军企业的理由不再脆弱，列入清单标准的措辞也不那么狭隘。

（来源：《路透社》中文网，可转载）

https://cn.reuters.com/

2. 金砖国家“联合声明”发改革多边体系强音

2021 年 6 月 8 日

6 月 1 日，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外长“云端”会晤，共议全球

治理、团结抗疫与当今热点问题，讨论成果颇丰。会晤发表了《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新闻公报》，

就包括全球疫情、叙利亚、阿富汗等诸多国际热点问题向世界发出“金砖之声”；然而，此次

会晤成果的最大亮点当属发表《金砖国家关于加强和改革多边体系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

合声明），该声明力推中国主张的践行真正多边主义，通过贡献“金砖解决方案”将加强和改

革多边体系落到实处，此举不仅彰显了金砖国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阐明统一立场，更是向外界

https://cn.reu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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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了后疫情时代金砖国家团结协作致力于加强和改革多边体系、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信心和

决心。

面对百年之大变局叠加全球性世纪疫情，金砖国家清醒地意识到加强和改革多边体系已是

势在必行。百年变局严重冲击了自二战后蓬勃发展起来的世界多边体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多边机制一直面临严重挑战。巴以冲突长年无解、叙利亚问题、阿富汗问题久拖未决，加之以

疫情中贫富国家的“免疫鸿沟”等等，令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世界焦点问题的能力饱受质疑。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大肆“退群”，将其“重利轻别离”的商人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严重动摇了原有的多边主义基石；以“美国优先”为主的单边霸权主义，更是令其盟友都叫苦

不迭。拜登上台后，虽有意示好，重返多边体系，但是其表现出来的“选择性的多边主义”不

禁让人心生疑窦。

此外，2020 年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危机导致全球性“停摆”，让本已面临困境的多边体

系更是“雪上加霜”。在疫苗以及国际贸易领域，就连欧盟也开始以“不再幼稚”之名行“保

护主义”之实。

此情此景让金砖国家对加强和改革现有多边体系深感责无旁贷，毕竟金砖国家汇聚了全球

最大的五个新兴市场、人口总量近 30 亿（占全球人口的 42%）。

事实上，金砖国家自成立之初，便一直致力于捍卫多边体系，在国际事务中努力为新兴经

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言。早在 2011 年在中国三亚举行的首次金砖五国峰会（此前两届峰

会尚无南非）上就已经将加强多边主义、改革联合国机制纳入到《三亚宣言》。此次金砖国家

外长会晤更是专门发布《联合声明》，措辞不仅继续保留了此前的加强多边体系，尤其首次并

入改革一词，将致力于多边主义的责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显然，金砖国家已经认识到仅是捍卫多边主义理念无法摆脱目前困局，只有通过改革才能

为多边主义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金砖五国呼吁改革多边体系，也并非“动口不动手”，在《联合声明》中五国提出“金砖

解决方案”，其中不仅包括对全球治理以及联合国机制进行改革，而且还主张对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份额改革，甚至提议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招聘程序等。《联合声明》明确

强调要让“新版”多边体系更加“有韧性、有效率、有效力、透明并具代表性”。

改革不只是创新，更不是彻底的革命。改革是在维护现行机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制度改进

与完善。《联合声明》一方面重申维护多边主义、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中心作用；

另一方面则主张对联合国及其主要机构，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等其他多边机构实施改革，力推建立一个更加灵活、有效、有代表性和负责任的

多变体系，以应对全球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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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非易事，毕竟会触及到“旧势力”的利益，并遭到它们的阻挠。近年来，相比西方传

统势力的下坡路，金砖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但是金砖国家至今仍未能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以及世界银行等重要多边机构享有与其影响力相适应的地位。有些“旧势力”盘根错节，假

借多边旗帜搞单边行径，甚至以多边为名行霸权之实。金砖五国来自世界不同大洲、文化背景

不同，政治体制也有差异，但是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面对改革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

阻力，金砖国家需求同存异、统一思想、共同协作。中国改革积累了丰富经验，所取得的成就

更是令世人瞩目，而且中国始终不渝坚持捍卫多边主义，有能力为改革多边体系提供中国经验。

2021 年是金砖国家概念提出 20 周年，也是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机制建立 15 周年。展望未来，

后疫情时代，维系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多边体系需要“金砖之声”、“金砖之力”与“金砖智

慧”。

（来源：欧洲时报，可转载）

http://www.oushinet.com/

3. 欧洲商业协会：俄罗斯经济正在经历转型

2021 年 6 月 6 日

俄罗斯非营利组织欧洲商业协会（AEB）负责人塔齐奥·希林（Tadzio Schilling）表示，

俄罗斯经济正在经历转型期，其将更加稳定和环保。

希林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讨论俄罗斯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问题时称：“我们谈

的不仅仅是复苏，同时也谈及经济转型。我们看到，俄罗斯经济不再是以前的那样，而是向更

加绿色环保过渡，走向更加稳定的发展轨道。”

他表示，他赞同俄罗斯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代表丘拜斯关于全球放弃油气需要俄经济

各个领域 100%重组的意见。

希林指出：“我认为，他的评估和建议非常正确，这对外国投资者是公开的。丘拜斯相信，

外国投资人可以参与这个过程。”

他强调说：“俄罗斯公司对西方提出令人感兴趣的建议。双方能够共赢。我们需要勤恳工

作，以免错失良机。”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6月 2 日至 5日在圣彼得堡 Expoforum 会展中心举行。

（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可转载）

https://sputniknews.cn/russia/202106061033838013/

http://www.oushinet.com/
https://sputniknews.cn/russia/20210606103383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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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加坡视角：CPTPP 的高标准性和包容性并行不悖

2021 年 6 月 5 日

近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委员会举行了第四次会议，正式成立协

定加入审核工作小组（Accession Working Group），着手处理英国申请加入该协定的相关事务。

该工作小组由日本担任主席，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担任副主席，主要负责评估英国申请加入的要

求、进行相关谈判，并向委员会呈交提议条款报告等工作。

会后，CPTPP 的 11 个成员国发布部长联合声明，表示随着英国申请加入该协议，CPTPP

将进一步扩大，这实际上是在向全球贸易伙伴发出积极信号，即该协定支持一个自由、公平、

开放、有效、包容及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启动英国加入程序，让 CPTPP 有机会推进迎

合 21 世纪的高水平贸易准则，进一步促进亚太及更广泛地区的自由贸易，完善公开与竞争的

市场体系，加快经济融合。

自正式脱欧后，英国一直在寻求新的贸易出路。因此，除了积极与个别国家商讨双边自由

贸易协定外，英国于今年 2月 1 日正式申请加入 CPTPP。如果英国最终成功加入，那它将成

为这个协定创始国以外的首位成员。因此，英国的加入凸显了协定的高标准性和包容性，对协

定具有特殊的意义。据悉，一旦英国成功加入，CPTPP 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

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将从目前的 13%提高到 16%。

目前，英国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七个 CPTPP 成员国均已存在双边自由贸易活动。但加入

该协定的好处之一，是能降低其原材料的成本，加强供应链的韧性。根据 CPTPP 的“原产地

规则”，只要英国产品组件的 70%来自成员国，即可获得优惠待遇，这无疑有助于英国生产商

降低生产成本。从新加坡的角度看，贸易是促成疫后经济复苏的关键推手。因此，各国应加大

合作，共同推动包容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CPTPP 有助于让中小企业参与区域贸易和供应链，

从而推动经济复苏与发展。在此基础上，新加坡表示欢迎符合 CPTPP 高标准的经济体加入该

协定，以进一步深化亚太及更广泛地区的经济融合。

自去年开始，新冠疫情的爆发不仅严重打击了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也破坏了国际间原有

的基于规则的多边经贸合作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挑衅，也有颠覆世界多边主义经贸

合作基础架构之势。因此，在维护区域与世界经贸合作方面，像 CPTPP 这样的多边架构起到

中流砥柱的作用。其高标准性和包容性，是世界经贸在疫后重归多边合作的标杆。

据了解，去年中国也表示希望加入 CPTPP。新方对此表示欢迎，并认为中国的意向说明

了这个架构未来的无限发展潜力。由此可见，CPTPP 的高标准性和包容性是并行不悖的。尽

管大国无法避免竞争，但也可以在这样一个框架内共促世界多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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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aobao.com.sg/forum/editorial/story20210605-1152133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editorial/story20210605-115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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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家评议

1. 今年 6 月或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转折点

自新冠疫情引发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 14 个月后，美国或将在本月展开经济复苏的终章，

许多改变接踵而来，有半数州政府的强化型失业救济将在本月结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正在

陆续全面开放球场，经济规模最大的加利福尼亚州将于 6月 15 日解除疫情限制，允许酒吧、

餐厅及其他行业恢复正常运营。然而疫情后的经济样貌仍存在诸多疑问：有多少人能回到工作

岗位？有多少企业将存活下来或倒闭？美国在应对取消疫情时期的援助时能产生多大韧性？

这些问题的答案即将浮现。

今年 5月美国全国新增了 55.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但总数仍比 2020 年初时减少 760 万个；

美国的失业人口增加了约 360 万人，劳动力人口减少了约 350 万人。人工和原材料短缺阻碍了

美国的经济复苏，多数美国企业只好缩短工作时间、拒绝客户订单、或推迟订单交付。但是经

济学家预计该种情况将会通过政府的措施得到缓解。例如，美国政府通过刺激支出及低利率政

策推动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到房屋建筑和木材价格。但是目前木材和其他一些大宗

商品的价格已经开始渐渐回落。

自从去年 12 月美国推出新冠疫苗以来，经济学家预估 2021 年美国经济数据将打破许多纪

录，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率将创下近 40 年新高，本年 6月美国将迎来“夏季经济

繁荣时期”，同时其劳动力供应及资本等方面的问题也正得到解决。牛津经济研究院( Oxford

Economics）首席美国经济分析师Gregory Daco 表示：“有证据表明，美国的供应瓶颈正在慢

慢缓解，美国人对病毒的恐惧正在下降，失业救济的减少以及儿童照护措施的退出将吸引美国

劳动力重回市场。

（来源：《路透社》中文网，可转载）

https://cn.reuters.com/

2. 亚开行专家：欧盟“战略自主”对亚洲国家影响不大

2021 年 6 月 7 日

2020 年，亚洲国家凭借严格的防疫措施迅速阻止了疫情的传播。但是专家认为，今年年

初以来，疫情的反弹以及疫苗接种速度很有可能会影响亚洲国家的经济复苏。与此同时，疫情

之下，亚洲国家都前所未有地意识到创新投入的重要性。为此，法国《世界报》采访亚洲开发

银行宏观经济研究负责人阿卜杜勒·阿比亚德（Abdul Abiad），他认为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增

长已经不再来自于低成本的制造业，而是来自于创新。

https://cn.reu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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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世界报》报道，阿卜杜勒首先介绍了亚洲目前的疫情防控情况。他表示，3月份，

亚洲地区的确诊病例有所增加，并且增长速度在 4月份时加快，但大多集中在亚洲南部。现在，

整个亚洲的病毒传播情况有所减弱。最近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所推行的行动限制及隔离

政策将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但相比去年而言，这种影响要弱化许多。在 2020 年，不仅工厂

关闭，民众也不能任意出行。各国意识到这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因此制定了更加本土化和具有

针对性的防疫措施。

那么，哪些国家和哪些领域受疫情影响最严重呢？上述专家表示，总体上讲，受打击最严

重的是那些以旅游业为主的经济体，如马尔代夫和一些太平洋岛屿。然而，旅游业预计将不会

在短期内恢复正常，至少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前不会。以泰国为例，该国曾计划将一些旅游

景点向已接种疫苗的游客开放，但最后由于疫情加重而放弃。只有少数国家像中国一样做得好。

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外国游客人数下降了 90%到 100%。这对酒店业、娱乐业、交通业及零

售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和短途旅游得到发展，但这并不能抵消外国游客数量下滑所带来

的损失。

阿卜杜勒认为，疫情使得亚洲国家意识到自身价值链的脆弱性。这些国家已经明白，中美

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促使企业将某些生产单位迁往亚洲其他地方，例如柬埔寨、老挝甚至孟加

拉国。由于中国工资和制造成本的上涨，这种供应来源多样化的运动甚至早已开始。疫情大流

行肯定会加速这种多元化运动，从而使价值链变得更具弹性。

其他国家也意识到它们已经变得过于依赖旅游业，但真的有其他替代方案吗？以马尔代夫

这样的小岛屿经济体为例，它们几乎没有恢复的余地，例如依靠大型制造业。在许多国家，旅

游业仍将是一种重要的生计手段，阿卜杜勒表示，“我相信，一旦新冠肺炎疫情结束，这个领

域就会重新恢复增长。”

至于法国和欧洲自疫情暴发以来所不断强调的“战略自主”是否会对亚洲国家产生影响，

在阿卜杜勒看来，亚洲对欧洲或美国需求的依赖要少得多，而对亚洲市场及其国内需求的依赖

要大得多。比起“战略自主”甚至中美贸易战，对这些国家影响更大的是技术战。许多亚洲国

家现今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不再来自低成本制造，而是来自创新。然而，

美国对其技术出口的限制可能会阻碍创新，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共享。风险就在于，

这些技术将可能遭到分割或是“各自为政”。“我认为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意识到在创新上投入

更多资金的重要性，就像中国一样——在最近一个 5年计划中，中国计划将创新领域的投入每

年提高 7%。”

（来源：欧洲时报，可转载）

http://www.oushinet.com/

http://www.oush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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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世界加密货币领域或将形成央行数字货币与去中心化加密币共存且相互竞争局面

2021 年 6 月 7 日

太和智库研究员刘义华日前在接受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随着央行数字货币的

正式发行，世界加密货币领域或将形成央行数字货币与去中心化加密币共存且相互竞争的局面。

5月 21 日，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五十一次会议指出，要坚决防控金融

风险。坚持底线思维，加强金融风险全方位扫描预警，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着力降低

信用风险，强化平台企业金融活动监管，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

会领域传递。这是中国金融委首次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

针对于上述政策，刘义华在接受采访时分析指出，目前，中国各级政府正在全力以赴落实

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求，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产业/用能结构优化调

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电气化比例提升等工作正有条不紊得向前推进，

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安全发展的一场重大变革，关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绿色低碳发展

目标。因此，一切有悖于这一发展目标的“绊脚石”都必须坚决予以清除。

他列举道，据剑桥大学另类金融中心(CCAF)的统计数据，全球比特币挖矿的年耗电量约为

149.37 太瓦时，用一个好理解的对比，比特币挖矿一年消耗的电量约与荷兰全国用电量相当。

据统计，全球 75％的比特币挖矿活动集中在中国，而这种挖矿活动主要是利用了“三北地区”

低廉的煤电资源和西南地区的水电资源。以一个 2万台服务器的比特币“矿场”为例，一个月

的耗电量高达 3000-4500 万度，约合标煤 1-1.5 万吨。“显而易见，这样的挖矿活动即不符合中

国目前以及未来的用能需求，又不符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绿色发展要求”。

据刘义华介绍，中国的比特币挖矿活动有近九成位于新疆、内蒙古、四川和云南。其中，

云南和四川主要依靠水力发电，而新疆除了煤炭发电以外，还有丰富的风电和太阳能电资源，

因而是比特币“矿场”最多的地区。

他认为，这番整顿过后，这些地区将有不少电厂和矿场将被关停，中国的虚拟货币“挖矿”

也会随之丧失动力。而目前，除中国以外的大型比特币矿场主要位于美国、加拿大、芬兰、挪

威、俄罗斯、瑞典、冰岛和格鲁吉亚等，在中国这一次整顿后，中国“矿工”极有可能将“矿

场”搬到上述国家。

谈到对世界加密货币全局的影响，刘义华指出，在金融委发布打击比特币挖矿活动的前两

天，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三协会联合发布公告，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并对金融机构、

支付机构以及互联网平台做出了相关规定。这事实上已经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于比特币、以太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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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币等虚拟货币的态度，这对去中心化加密币的打击是巨大的，此外，之前特斯拉抛售比特

币的行为也动摇了投资人的信心。

刘义华强调，“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中国央行发行的央行数字货币为代表的中心化加密币

正在加速推广，未来随着央行数字货币的正式发行，世界加密货币领域或将形成央行数字货币

与去中心化加密币共存且相互竞争的局面。”

他最后总结道，中国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承诺的各项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性工

程，涉及多个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和个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性行为发生在这一过程之中，

有其必然性。但是，即便没有“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求，为了保护投资人，维护金融秩序

稳定，中国政府也会出台相关政策，约束规范加密币挖矿和交易行为。

虚拟货币的生产过程被称为“挖矿”，即通过计算机节点为区块链网络开展数学运算，进

行记账竞争的过程。运行这些计算机节点的人就是“矿工”，而这些计算节点就是“矿机”。

（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可转载）

https://sputniknews.cn/economics/202106071033843651/

4. 随着生产从中国转移至东盟 亚洲供应链不断增强

2021 年 6 月 7 日

随着“中国+1”战略的启动，部分企业选择将生产转移到东盟，东盟地区因此逐渐成为

新的生产中心。而激烈的中美贸易战、东西方技术脱钩、发达经济体致力于重振生产等因素，

都为亚洲供应链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尽管如此，面临这些挑战，亚洲供应链只是进行了调整，

并继续蓬勃发展。

目前，全球经济的中心动力——中美贸易仍处于混乱状态。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税平均水平

维持在近 20%，这对利润率较低的企业造成重大影响。另外，亚洲地区的电子产品出口占全球

总出口的三分之一，而对技术转让的限制给该地区电子产品的出口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与

此同时，新冠疫情导致从自行车零部件到半导体等各种产品出现短缺。这些是否意味着亚洲制

造业正在衰退？

其实不然。亚洲供应链依旧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尽管一些公司大幅削减了在亚洲的采购或

制造业务，并将这些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但该地区供应链的商业竞争力依旧强劲。其生产的

商品价格之低，生产规模之大，几乎没有其他地区能与之匹敌。而中美关税之争也并没有导致

双边贸易的停滞。尽管新冠疫情严重抑制了市场需求，但去年，中美双边货运量与唐纳德·特

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时的 2016 年贸易额基本持平。去年，中美贸易额占美国进出口总额的

15%左右，这一水平在过去 10 年内一直保持不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https://sputniknews.cn/economics/20210607103384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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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回升。而美国去年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也有所增长，达到美国进口总额的 18.6%以上。自 2017

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仅下降了 3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美国进口商非但没有减少对亚

洲供应链的依赖，反而将目光转向了东盟生产商：同期，来自东盟的进口份额上升逾两个百分

点。这暗示着亚洲供应链并未出现萎缩，而是正在发生转变。以最为突出的科技行业为例，政

策风险促使企业对生产地点进行重新评估。然而，很少有公司在评估后放弃中国:从美国特斯

拉到苹果，这个市场一直吸引着外国投资。即使这些企业不扩大生产，也会选择保留中国本地

生产。去年，尽管中国爆发了新冠肺炎，但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仍创下历史新高。

此外，“中国+1”战略正在起步，企业在中国保留部分生产以应对当地市场的同时，将

部分产能转移到其它地区（主要是东盟地区），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其它日益受限的市场。因

此，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正逐渐超过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这方面，中国企业表现尤

为活跃，占亚洲制造业投资的 40%。这将有助于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供应链一体化。

新冠疫情的爆发凸显了亚洲供应链的重要性。除去去年 2月至 4月间的供应中断，亚洲制

造业迅速升至创纪录水平。尽管这无法防止全球供应短缺，但作为“生产力的最后一道防线”，

亚洲供应链具备较大弹性，帮助避免全球供应链出现更严重的中断。随着通货膨胀在西方抬头，

企业面临投入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采购的成本优势逐渐突显出来。由此可见，近期对

供应链的挑战非但没有预示着亚洲供应链的终结，反而凸显了其核心地位。可以肯定的是，随

着东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生产中心，亚洲供应链将发生微妙转变。

（来源：南华早报）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135941/production-shifts-china-asean-asias-supply-chains-remain-str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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