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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出口爭議 中國上訴WTO
無論結果如何 保護資源環境政策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國商務部

發言人沈丹陽昨日在北京表示，就美國訴中國稀

土、鎢、鉬相關出口管理措施一案，中方昨日已向

世貿組織（WTO）爭端解決機構提出交叉上訴，中

方將會全力做好上訴工作。但無論上訴結果如何，

中國保護資源、環境的政策目標不會改變。

3月 26日，WTO公布了美國、歐盟、日本訴中國稀土、鎢、鉬相關
產品出口管理措施案專家組報告，裁
定中國涉案產品的出口管理措施違
規。隨後，美國又於4月8日就其訴中
國稀土、鎢、鉬相關出口管理措施的
世貿爭端一案，向世貿組織爭端解決
機構提出了上訴。

專家組報告或涉歧視
沈丹陽昨日在商務部記者會上說，
中方向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提出交
叉上訴。目前本案正處於上訴機構的
審理階段，中方將會全力做好上訴工
作。他表示，無論上訴結果如何，中
國保護資源、環境的政策目標不會改
變，也將繼續以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的
方式加強對資源類產品的管理，維護
公平競爭。
按照WTO規則，在專家組報告發布
60天內，雙方均可提出上訴。據了
解，中國商務部近期已經幾次召集律
師和業內專家開內部會議，研討上訴
的可能性和具體策略。有業內人士向
媒體透露，業內普遍認為專家組報告
存在歧視性裁決，支持上訴的佔絕大
多數。

美先上訴 華陷入被動
不過，美國為擴大勝利果實，率
先提出上訴，無疑在某種程度上
使得中國有些被動。中國有色金
屬工業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賈明

星前日指出，目前中國
和其他國家存在爭議的
地方，主要是稀土出口
配額和關稅管理辦法，
其他國家認為這兩點不
符合WTO規定。
事實上，中國對稀

土進行出口配額和關稅管理辦法是出
於保護資源環境的目的。然而，在
WTO公布的專家組報告中，對於中國
政府的出口限制措施，專家組雖然認
可中方保護環境的初衷，但認為出口
配額等具體措施與WTO規定不一致。

出口配額制或將取消
此次一審敗訴，業內對上訴前景並

不看好。有業內人士指出，終審裁決
後，中國可能將在半年到一年之內被
迫修改稀土出口產業政策，從2015年
起，稀土出口配額制或將取消，出口
關稅也可能下調。此舉意味着，受相
關產業政策變化的影響，中國稀土行
業內的相關企業或將面臨新一輪的洗
牌。
不少稀土企業充滿擔憂情緒。有稀

土企業向媒體表示，目前稀土整個行
業表現都比較低迷，出口情況也很疲
軟，一旦敗訴引發稀土出口配額
取消以及關稅降低，稀土的價
格也會隨之下降，這可能會
引發稀土價格繼續下跌，讓
整個行業雪上加霜。

設出口配額設出口配額 免作賤土地免作賤土地
稀土素有「工業維生素」之稱，是高科技電

子通訊產業必不可少的製造原料，但是稀土的
生產，尤其是採礦和冶煉，卻要付出巨大的環

境代價。
中國作為稀土第一生產大國和出口國，佔世

界23%的稀土資源儲量，卻供應全球90%以上
的市場需求。而美國、日本以及電子通訊產業
發達的國家則對稀土需求量最大。中國內地在
將物美價廉的稀土原料供賣出去，卻將環境污
染和生態破壞留給了自己。

贛州恢復生態需資475億
中國稀土協會副秘書長張安文表示，稀土開

採已對中國多個地區及重要水系的生態環境造
成嚴重破壞。以重稀土產地江西贛州為例，該
地位於東江水系的源頭，初步估算，要恢復該
地區因稀土開發導致的生態破壞至少需要380
億元人民幣（約475億港元）。

事實上，國外也有很多稀土資源，但他們藏而
不採，或者採而少賣。因此，為了防止超量出口，
保護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內地才對稀土的開採、

生產和出口各個環節實施了管理措施。
然而，近年來內地在稀土方面的管理卻遭到

了眾多質疑之聲。2012年3月13日，日本認為
中國限制稀土、鎢、鉬三種原材料出口違反
WTO規定，並請求聯合歐盟與美國，向WTO
提起申訴。

最近三年配額未用盡
不過，有學者則指出，日美等國對中國稀土的

「圍剿」，並非因為配額制度本身。事實上，據
數據顯示，2011年內地稀土出口只用了配額的
52%，2012年降為49%，而2013年稀土出口實物
量為2.29萬噸，也沒有用完2.4萬噸配額總量。
日美等國「圍剿」的真實動因在
於，中國加強管理提高關稅，抬升
稀土出口價格，進而觸及了他們依
賴於廉價稀土的既有利益。

■記者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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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中國就
稀土出口爭端向WTO提出交叉上訴，中國社
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宋
泓直言對勝訴「不太樂觀」。他指出，WTO爭
端解決機制有一套「說理」機制，當事方需要
按規則提供證據、解釋條約，中方要找到足夠
的證據來推翻專家組已給出的結論比較困難。
但他認為，儘管翻盤可能性不大，但中方依然
要積極上訴，「這將有助於中方更好的學會利
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
根據WTO關於出口配額的規定，成員國

可以採取關稅措施，但原則上不能限制出口

數量。儘管中方提出了設置出口配額是為了
保護環境和資源，但專家組並未接受。專家
組裁定認為，採取出口配額要符合嚴格的條
件：第一，是保護環境和資源的必須措施；
第二，在限制出口的同時應限制國內生產和
消費。但中國僅限制了出口環節，在生產環
節卻沒有限制開採。這是專家組裁定中國敗
訴的重要原因之一。

癥結在限出口不限生產
宋泓指出，中方應反思這次事件，就是如
何讓自身的政策制定與管理，與國際規則協

調一致。中方完全可以把出口配額形式
取消，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放棄繼續管理
稀土的貿易活動。「應該研究制定符合WTO
規則的政策，將稀土國內生產與出口管理統
一起來，這樣就不會『授人以柄』。」
此外，社科院國際法研究所國際經濟法室

主任劉敬東指出，專家組報告還有值得商榷
的地方。關於出口稅，中國政府能否利用
GATT（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第20條（關於
環保的一般例外條款）進行抗辯？「儘管中
國入世協定書未直接援引20
條，但僅因此就否定了中國
作為成員國的基本的一項
『不言自明』的權利，是不
公平的。」

上訴翻盤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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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可用來製造高科技產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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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實
習記者 馬玉潔 北京報道）今年首
季內地外貿出現「雙降」，商務部
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對此指出，這可
能是受去年同期對港貿易高基數以
及新興經濟體疲弱的影響。他表
示，目前外貿增長持續下滑的趨勢
已得到遏制，預計次季外貿形勢會
進一步好轉，商務部有信心實現全
年外貿增長10%的預期目標。
據中國海關統計，今年首季，內
地進出口5.9萬億元，同比下降
3.7%。其中，出口同比下降
6.1%，進口同比下降 1.2%。對
此，沈丹陽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去年同期部分地區對香港的異
常貿易墊高了基數，受高基數的影
響，今年3月，內地對香港進出口

下降了43.3%，拖累整體進出口下
降5.9個百分點；二是受新興經濟
體今年首季度疲弱的影響，如3月
份內地對印度、南非的進出口分別
下降了5.2%和45.8%，也拖累進
出口下降大概1.2個百分點。

三大利好因素支持看法
不過，沈丹陽強調，他贊同國

家統計局「中國進出口實際表現
應該比數據本身反映為好」的說
法。他表示，因為有三大因素支
撐樂觀看法，一是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出口交貨值實現 4.2%的增
長，二是海關總署統計的出口經
理人指數環比持續上升，三是首
季有將近一半的省份進出口實現
了兩位數的增長。

■商務部預計內地次季外貿形勢會進一步好轉，有信心全年增長10%的
預期達標。圖為青島港集裝箱碼頭。 資料圖片

「十三五」規劃編制工作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發展和

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昨日召開全國「十三
五」規劃編制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宣布啟動
編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
劃。
徐紹史要求規劃編制必須強化全球視野和

戰略思維，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科學設定規劃目標指標，積極推進市縣規劃
體制改革，堅持開放民主編制規劃，使「十
三五」規劃更加適應時代要求，更加符合發
展規律，更加反映人民意願。

他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發展進入了新
的階段，面臨的機遇前所未有，面臨的風險和
挑戰也前所未有。世界經濟增長格局、國際產
業分工、全球投資貿易規則、能源資源版圖、
地緣政治環境等都在發生深刻變化。

目標：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他又說，中國已站在新的更高的起點上，

「十三五」時期要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
宏偉目標勝利實現，確保全面深化改革在重
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確保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編制好
「十三五」規劃意義重大而深遠。
徐紹史表示，中長期規劃是推進國家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手段，是健全
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內容。面對深刻變化的
世情國情，面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重任，
規劃編制工作必須與時俱進，在規劃性質和
功能定位、規劃編制方法和程序、規劃內容
和表現形式等各方面積極探索、大膽創新，
使規劃更加適應時代要求，更加符合發展規
律，更加反映人民意願。

商務部重建五司局 歐亞司專拓原蘇國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實習記者 馬

玉潔 北京報道）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昨
日介紹，商務部近日調整了內設機構，整合
組建了新的對外貿易司、貿易救濟調查局、
產業安全與進出口管制局、歐亞司和歐洲司
五個司局，以強化對外貿易的宏觀管理、應
對國際貿易摩擦等。新設立的歐亞司將重點
開展中亞12個原蘇聯國家的經貿關係工作。

強化應對國際貿易摩擦
沈丹陽表示，此次調整的主要內容是，在

原對外貿易司、機電和科技產業司、進出口
公平貿易局、產業損害調查局、歐洲司的基
礎上，整合組建新的對外貿易司、貿易救濟
調查局、產業安全與進出口管制局、歐亞司
和歐洲司五個司局。通過調整，最大限度地
整合分散在不同司局相同或者相似的職責，

突出「四個強化」：一是強化對外貿易的宏
觀管理，二是強化國際貿易摩擦應對，三是
強化內地與周邊國家的經貿關係，四是強化
產業安全與進出口管制。
對於為何新設歐亞司，沈丹陽指出，這是

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以及實施新一輪擴大開放的重要
舉措。原蘇聯地區的俄羅斯及中亞國家作為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始發站，在未來建設發展
中將會發揮重要作用。而考慮到這個地區與
歐盟是兩個不同的經貿體系，歐亞司將重點
開展對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
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
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魯吉
亞、亞美尼亞、摩爾多瓦等12國的經貿關係
工作。
「比如擬定並組織實施經貿合作發展戰

略、規劃和政策，建立雙邊、區域政府間經
貿聯委會、混委會機制，組織雙邊區域經貿
談判等職責，都將由新組建的歐亞司來負
責」，沈丹陽認為，這將有利於提高工作的
針對性，強化中國與該地區的經貿關係。

■商務部新五司局已出現在官網上(紅框)。

■■商務部新聞商務部新聞
發言人沈丹發言人沈丹
陽陽。。 中新社中新社

■■稀土開採污染環境嚴重稀土開採污染環境嚴重，，中方已表明無論稀土配中方已表明無論稀土配
額案在額案在WTOWTO的上訴結果如何的上訴結果如何，，保護資源保護資源、、環境的環境的
政策目標不會改變政策目標不會改變。。左圖為稀土製成品左圖為稀土製成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內蒙古達茂旗竪立的一塊紀念碑內蒙古達茂旗竪立的一塊紀念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