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開放的
大門不會關閉，
只 會 越 開 越

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4
月在博鰲亞洲論壇的堅定發聲，在
年中到來之際正逐步落地。兩個負
面清單大幅縮短、營商環境繼續改
善、下調關稅擴大進口……在美國
高舉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大旗之
下，中國擴大開放的腳步向全球傳
遞出清晰的信號：中國將肩負起一
個負責任大國的責任，為面臨不確
定性增加的世界經濟的穩定作出了
巨大貢獻。

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
來，釋放的改革紅利為其他國家
的發展帶來了實在的好處。《中
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顯
示，2001 年至2017 年中國貨物貿
易進口額年均增長13.5%，高出全
球平均水平6.9個百分點，已成為
全球第二大進口國。同期，中國
服務貿易進口額年均增長16.7%，
佔全球服務貿易進口總額的比重
接近10%。

除了「買買買」，開放的中國
也在不斷給各國資本派發「大紅
包」，眾多外企在中國市場「掘

金」收穫頗豐。德意志銀行報告
顯示，美國企業對華銷售額在
2015年已達到3,730億美元，其中
2,230億美元是由美國企業在華子
公司直接生產銷售所得。

可以說，中國堅定走開放合作
道路，為世界經濟增長及穩定作
出了巨大貢獻。尤其是在特朗普
「美國優先」的大背景下，開放
的中國將成為抗衡逆全球化潮流
的重要力量。中國經濟的發展也
將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和
穩定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開放中國派利是 來華外企收穫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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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貿易協定國平均降稅三成
修正案生效 孟加拉老撾獲特惠稅率安排

央廣電：美國「假新聞」還能蒙世界多久？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政府日前發佈2018

年版《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
清單）》，推出一系列擴大開放重大措
施，其中，「取消外資限制」是關鍵詞。
中央廣電總台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這份
新版外資准入負面清單，是對中國最高領
導人習近平今年4月宣佈新一輪對外開放
舉措的具體落實，也是外資在中國經濟進
入高質量發展轉型期拿到的政策紅利。
然而，這個世界總有那麼一些人心理很

陰暗，見不得外資青睞中國龐大的市場，
故意從中挑事。比如，在美國公佈的301
調查報告中，就有大量篇幅指責中國「利
用合資合作要求、外資股比限制和行政審
批程序來強制美國公司進行技術轉讓」，
並生生造出了「強制性技術轉讓」一詞。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這一指控根本就是條
「假新聞」。
文章從三個方面揭露了美方指控的無中

生有。
首先，它空口無憑。翻遍中國法律條

文，沒有一條關於外資進入中國必須接受

「強制性技術轉讓」的規定。過去40年，
中國沒有簽署過一份強制性技術轉讓的協
議，政府也沒有接到一例被強制性轉讓技
術的外商投訴。
其次，它偷換概念。美國指責中國「合

資合作要求、外資股比限制和行政審批程
序」等，本是市場准入制度的範疇，與強
制性技術轉讓無關。根據世貿組織規則，
世貿成員有權對市場准入作出保留。這一
點在中國入世談判時已與各方達成共識，
包括美國在內的多數成員本身也這麼做。
而行政審批程序是各國通行做法，中國在
審批中從未將「技術轉讓」作為外資進入
的條件。

制度難挑毛病 只能指鹿為馬
因此，美國對中國市場准入制度挑不出

毛病，只能玩個偷換概念、指鹿為馬的把
戲，把合乎世貿規則的「合資要求、股比
限制、行政審批」統統與「強制技術轉
讓」劃上等號，蒙蔽不了解情況的人，給
中國扣上一個不守規則的罪名。

第三，它創新罪名。因為沒有直接證據，
美國還在「強制性技術轉讓」一詞前加了
「變向」，意思是，這在中國是條潛規則，
在外資與中國國企或政府主導的企業合作
時，中國政府都會在背後「施壓」。
「變向強制性技術轉讓」出自以自由、平

等為價值觀的美國政府，令人難以置信。市
場經濟本質就是契約經濟，講究的是你情我
願。企業之間進行技術轉讓，是在等價交
換、契約自願原則上的交易行為，何來「強
制」一說？事實是，包括美國企業在內，有
相當一些外企出於佔領中國市場的考慮，主
動提出將一般性技術本地化，向中國合作企
業收取專利費和技術轉讓費。
文章最後指，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一直

深受假新聞的困擾，並稱「假新聞是美國
最大的敵人」。如今，為打壓中國，特朗
普政府不惜顛倒黑白，用「變向強制性技
術轉讓」這一「假新聞」來攻擊中國、給
中國潑髒水、編造罪名。這種零和博弈的
思維、唯我獨尊的霸權行為、以鄰為壑的
舉措，才是美國最大的敵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中國的開放步伐不停歇。中國商務部昨日

發佈消息稱，《亞太貿易協定》（下稱

《協定》）第四輪關稅減讓成果文件─

《亞太貿易協定第二修正案》（下稱《修

正案》）於昨日正式生效實施。《協定》6

個成員國中國、印度、韓國、斯里蘭卡、

孟加拉和老撾將對共計10,312個稅目的產

品削減關稅，平均降稅幅度為33%。這也

是繼6月28日中國發佈2018年版外商投資

准入負面清單、29日出台外企備案管理新

規後又一主動開放舉措。北京經濟學家指

出，近期中國開放政策出台的頻率「在改

革開放歷史上都是少見的」，足見中國政

府高度重視擴大開放。

開放新政密集出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6月28日
中國發佈2018年版外商投資准
入負面清單。製造業投資限制基
本取消，金融、交通運輸、能源
等多個領域市場准入亦大幅放
寬。

7月1日
汽車整車和零部件、化妝品、水
產品等一大批商品進口關稅大範
圍下調。其中日用消費品最惠國
平均稅率從15.7%降至6.9%，
平均降幅達55.9%。

6月29日
外企備案管理新規出台。全球投
資者來華開辦企業可同時在線辦
理商務備案和工商登記手續，不
用跑兩個部門，也不用重複填寫
信息。

6月30日
2018年版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
准入負面清單出爐。新清單長度
比2017年版縮短一半以上，還
取消了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
限於合資、合作等多項限制，開
放程度較全國版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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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獲全球首張石墨烯產品認證證書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日前在德國

德累斯頓舉行的全球石墨烯春季大會上，中
國企業山東利特納米技術有限公司獲頒全球
首張石墨烯材料產品認證證書。
受這家企業委託，中國科學院院士劉忠範

6月28日領取了國際石墨烯產品認證中心頒
發的證書。業內人士認為，首張證書的頒發

將有助於規範石墨烯上下游產品市場，推動
全球石墨烯產業更加健康有序發展。
據了解，國際石墨烯產品認證中心是由中

國石墨烯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與歐洲石墨
烯平台機構「幻影基金會」等相關組織發起
成立的國際性獨立第三方認證機構。中心於
今年1月18日成立，總部設在美國。

RCEP部長會議聲明力爭年底見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6月30

日至7月1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第5次部長級會間會在日本
東京舉行。東盟10國、中國、澳洲、印度、
日本、韓國、新西蘭等16方經貿部長或代表
出席會議。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
代表王受文在發言中表示，中方願堅定支持
東盟在談判中的核心地位，並繼續發揮建設
性作用。
與會各方就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

和規則領域等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會
議發表了《聯合新聞聲明》，表示在當前全

球貿易面臨單邊主義挑戰的背景下，盡快結
束RCEP談判至關重要。部長們重申將共同
努力，取得突破，致力於完成一個惠及各方
的區域一體化協定。歡迎談判在各方面所取
得的進展，並指示談判團隊努力在年底前形
成一攬子成果。
王受文在發言中表示，按照首次RCEP領

導人會議指示，各領域在2018年都取得了
有效推進。在年中召開本次部長級會議有利
於為下半年談判提供更明確的指導，推動談
判盡早結束。中方願堅定支持東盟在談判中
的核心地位，並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

隨着中國不斷優
化營商環境，推出
一系列通關、檢驗

檢疫等方面的便利措施，7月1日再
度降低進口商品關稅，借助中國國際
進口博覽會的機會，越來越多進口食
品將能「跳」進居民的菜籃子裡。
來自加拿大的北緯50度生態集團

總經理劉宏說，得益於貿易便利化的
政策和冷鏈物流的普及化，加拿大的
新鮮水產品「直送」中國消費者成為
現實。目前，一線城市的居民能在36
小時內就能享用最新鮮的三文魚、生
蠔、龍蝦、象拔蚌等「洋水產」。

「7月1日起，水產品的關稅將大
幅下調，這會讓我們的產品在中國更
有競爭力。」劉宏說，企業將亮相11
月在上海舉行的首屆進口博覽會，帶
來楓樹汁等全新產品，為這些在加拿
大備受居民歡迎的食品找到中國粉
絲。

紐仕蘭新雲（上海）電子商務有限
公司董事長盛文灝說，得益於今年初
上海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與長寧區政
府推出的貿易便利化政策。作為試點
企業之一的紐仕蘭，採用傳統通關方
式需要8天，但現在，通過引入中檢
溯源系統、精準監管和「外檢內放」

的制度，這一周期被縮減了一半以
上。
乳木果油是近年來備受國外消費者

歡迎的成分，被大量使用在護膚品和
食物中，今年5月作為食品成分剛剛
拿到中國的「准入證」。從事巧克力
進口的上海美可馨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總經理魏文忠說，隨着乳木果油成分
正式獲得海關HS編碼，含有這一成
分的產品將很快走上中國消費者的舌
尖。
「希望能加快對國外新興食品成分

的研究，讓國外的新食品盡快和中國
消費者見面」。 ■新華社

受惠關稅降低 國人餐桌「洋食品」趨多

根據《修正案》，中國減讓關稅清單包括魚類、蔬
菜、茶葉、化工製品、鋼鐵製品、機動車零部

件、機械電子及儀器儀錶等產品；印度主要為動物產
品、油籽、礦產品等；韓國為魚類、鮮花、化學製
品、皮革製品等；斯里蘭卡、孟加拉、老撾減稅產品
包括漁水產品、水果、香料等。同時，中、韓、印、
斯四國還給予協定內最不發達國家孟加拉國共1,259個
產品特惠稅率安排，給予老撾1,251個產品特惠稅率安
排，平均降稅幅度均為86%。
中國商務部表示，《修正案》是《協定》各成員國

歷經9年談判完成的重要成果，是對《協定》的豐
富、完善、補充和提升，體現了各成員進一步深化經
貿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的現實需求與美好願景。《修
正案》的正式生效，將為《協定》各成員國經濟發展
提供新助力，促進各成員國之間貿易繼續增長，進一
步推動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和「一帶一路」建設進
程。
據了解，《亞太貿易協定》前身為簽訂於1975年的

《曼谷協定》，是在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主持
下，為促進南南合作，在發展中國家之間達成的一項
優惠貿易安排。2007年10月，《協定》各成員國啟動
了第四輪關稅減讓談判，歷經逾九年談判，於2017年
1月正式簽署協定第二修正案。

將啟第五輪關稅減讓談判
中國於2001年正式加入《協定》。《協定》是中國

參加的第一個優惠貿易安排，也是中國目前唯一涵蓋
東亞、南亞地區並在實施的優惠貿易協定。下一步，
各方還將啟動《協定》第五輪關稅減讓談判，以及推
進服務貿易、投資、貿易便利化和原產地等談判。
對此，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

明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新一輪減稅舉措將有助於進一
步促進成員各國的貿易往來，引導經濟欠發達地區參
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有助於《亞太貿易協定》逐步從
一般性貿易協定向自貿協定發展。

開放政策出台頻率史上少見
白明同時強調，面對美國單邊主義行為愈演愈烈，

中國近期落實了一系列對外開放新舉措。這一方面顯
示了中國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的信心不會動搖，會按
照自己的節奏繼續對外開放步伐，另一方面中國開放
的大門越來越大將增加美國逆全球化的壓力，讓中國
在中美貿易摩擦中有更多迴旋餘地和底氣。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崔凡接受

採訪時亦指出，近期中國開放政策出台的頻率「在改
革開放歷史上都是少見的」，足見中國政府高度重視
擴大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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