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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承承认认拉拉倒倒，，说说明明你你短短视视！！
担心企业生存和就业，欧洲议会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全球已有 80 多个
经济体承认

欧洲议会全体会议１２日通
过一项非立法性决议，反对承认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决议表示，
欧盟一些企业和工会组织担心
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
将有更多中国商品进入欧盟市
场，从而威胁欧盟企业生存、影
响欧盟就业。决议强调，在中国
满足欧盟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
五大标准前，中国对欧出口仍应
按照“非标准”方式对待，即在对
中国商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
调查过程中，仍应评估中国商品
的成本和价格是否是市场价格。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争取国际
贸易各国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
经济地位，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将
有利于中国外贸进出口的发展。
由于当初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
并未被承认市场经济地位，根据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１５

条的规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
查中，倾销幅度的确定可以不以
中国实际成本数据为依据，而选
择一个市场经济第三国或进口
国的同类相似商品价格，即“替
代国”做法。这导致在过去 15 年
里，中国频繁遭遇反倾销等非关
税壁垒。2013 年的相关数据显
示，中国连续 18 年成为遭遇反
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然而，“替代国”条款的适用
期限是１５年，将在今年１２月１１
日失效。据中国商务部统计，迄
今为止，全球已有８０多个经济
体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
中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士
等发达国家。有分析称，是否承
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已不是
一个简单的贸易问题，在目前全
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的市
场经济地位问题正在被政治化，
而且迅速升温。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
丹阳曾表示，市场经济地位问
题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
第 15 条问题是两个概念。15

年期限一到，无论美欧等成员
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
位，都必须如期履行第 15 条义
务、弃用“替代国”做法。

沈丹阳指出，中方坚决反
对任何曲解、拖延该条款执行
的行为，敦促美欧等成员尽快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如期弃用

“替代国”做法，共同维护多边
贸易体制的权威，推动国际贸
易的健康发展，避免贸易争端。

长远好处比短期损失
更有价值

欧洲议会的态度反映了其
对一个重要趋势的短视。这种大
势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展
与成果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越
来越广泛的认同，中欧经贸共同
利益的“蛋糕”也越做越大。

欧盟一些行业人士反对给
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贸
易防御心理作祟。他们担心一旦
给予承认，将有更多中国商品进
入欧盟市场，威胁欧盟企业生

存、影响就业。这样的担忧在遭
遇困境的钢铁、陶瓷和纺织等行
业尤甚。受影响的南欧等国负面
情绪更强烈，而更具竞争力的英
国、荷兰和北欧各国等则支持承
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以钢铁行业为例，欧盟的一
些官员表示要遏制中国钢材在
欧盟的“倾销”以保护该行业生
存空间。然而，欧盟钢铁业衰落
的真正原因是其生产成本过高，
在全球范围缺乏竞争力，在当前
全球有效需求疲软、产能过剩的
背景下自然困难重重。英国《经
济学人》指出，来自中国的钢铁
产品并未威胁到英国钢铁产业。

《金融时报》相关文章则提到，欧
洲应该认真思考是否要给予钢
铁、陶瓷、纺织和自行车等脆弱
产业特别保护的问题。

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
伴，中欧之间日贸易额已超１０
亿欧元，而且中国市场是欧盟
众多企业和品牌获得利润的重
要来源。数据表明，当前欧盟
７３起反倾销案中的５６起涉及

中国产品，包括钢铁、机械、化
工和陶瓷，影响到的相关就业
岗位约２５万。而此前欧盟委员
会的研究报告显示，对华出口
仅在２０１１年就为欧盟创造了
约３００万个就业岗位。

欧盟观察家网站日前刊登
全球经济和政策研究专家施泰
因博克的文章说，“从欧盟角度
来看，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所
带来的长远好处比短期损失更
有价值。”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
济地位将促进中欧关系长期良
性发展，有利于欧洲吸引中国资
本投资，同时中国经济转型也将
为欧洲企业创造更多机遇。

《金融时报》援引来自荷兰
的欧洲议会议员沙克在 12 日投
票后发出的警告：“如果进入法
律程序，这是一个欧洲可能败诉
的案子，那或许意味着我们还要
被迫拿出新对策。”该报援引分
析人士的话说，欧盟委员会目前
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上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

综合新华社等消息

澳澳大大利利亚亚瞄瞄上上南南极极了了
斥 1 .94 亿美元用于今后 10 年南极科考

目标瞄准
全球南极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
外交部长毕晓普、环境部长亨
特４月２８日发表联合声明，
公布了澳大利亚新的南极战
略以及２０年行动计划。根据
这一新的战略，澳大利亚联邦
政府将拨款２.５５亿澳元（约
合１.９４亿美元）用于今后１０
年澳大利亚对南极的科学研
究和后勤保障。

在５月３日公布的澳大利
亚联邦政府 2016－2017 财年
预算中，这一安排得到资金上
的确认。澳大利亚政府发表声
明说，这一战略是迄今澳大利
亚制定的最重要的南极战略，
目的是将澳大利亚建成南极研
究领域的领先国家。

根据相关战略和计划，澳
大利亚希望把南部塔斯马尼亚
州首府霍巴特打造成为进入南
极洲东部的主要门户，力争把
霍巴特建成全球南极研究的中
心。澳大利亚计划建设陆路穿
越南极的能力，建设移动科考
站，努力建立霍巴特至南极的
全年航空路线。

此外，政府还将拨款５.２９

亿澳元（约合３.８亿美元）建造
一艘新型破冰船，于２０２０年取
代现在的“极光”号破冰船，以
霍巴特为母港，负责南极考察，
管理南大洋渔业和生态系统。

澳大利亚政府在南极战略
上的大动作被认为是其他国家
在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的
背景下，澳大利亚保持自身在
这一领域领先地位的努力。

澳大利亚是距离南极大
陆最近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
开展南极探险的国家之一。澳
大利亚探险家道格拉斯·毛森
爵士于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１５年带
队进行了澳大利亚的第一次
南极探险。

7 个国家
对南极提出领土要求

道格拉斯·毛森爵士１９３６
年进行的第二次探险成为目前
澳大利亚对南极大陆领土要求
的基础。澳大利亚南极领土占
南极大陆的４２％，面积达５９０
万平方公里。

不过，１９６１年生效的《南
极条约》冻结了各国对南纬６０
度以南的南极洲大陆部分及属
岛的领土要求，规定各缔约国
应搁置对南极领土的要求，南

极的利用只限于和平目的，禁
止一切军事活动、核爆炸或处
理放射性废物等行为。

《南极条约》有５３个缔约
国，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
７个国家对南极提出领土要
求，其余４６个国家不承认前者
的领土诉求。不过，《南极条约》
将于２０４１年到期。

南极地区探明蕴藏有石
油、煤、铁等多种矿藏，但开发
这些矿藏带来巨大环境风险。
１９９１年，《南极条约》组织成员
国在马德里通过《南极环境保
护议定书》，无限期禁止在南极
地区开发石油和矿产资源。该
议定书于１９９８年生效，并将于
２０４８年到期。除非《南极条约》
组织成员国重新再批准《南极
环境保护议定书》，否则南极大
陆有可能成为人类下一个碳氢
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地。

２０１１年，澳大利亚著名智
库罗伊国际问题研究所曾出具
报告，认为在《南极条约》和《南
极环境保护议定书》即将到期
之际，澳大利亚对自身在南极
的利益保护不够，在南极只有
有限的能力和存在，澳大利亚
的南极政策围绕科考和环保制
定，而不是国家安全。

综合新华社消息

澳大利亚５月初公布的联邦政府2016－2017财年预算中，确认
了该国新南极战略的资金安排，为未来２０年在南极研究领域保持
领先作出规划。就在上月底，澳大利亚公布了新的南极战略以及20
年行动计划，将澳大利亚建成南极研究领域的领先国家。

欧洲议会全体会议１２日通
过一项非立法性决议，反对承
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决议表
示，欧盟一些企业和工会组织
担心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后，将有更多中国商品进入
欧盟市场，从而威胁欧盟企业
生存、影响欧盟就业。欧洲议会
的态度反映了其对一个重要趋
势的短视。这种大势就是，中国
市场化改革的进展与成果已在
全球范围内获得越来越广泛的
认同，中欧经贸共同利益的“蛋
糕”也越做越大。

12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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