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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韩洁 阳建 于佳欣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一届中

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将于 2019年 6月 27
日至 29日在湖南长沙举行。这是落实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大行动”的具体

举措之一。

“中国愿以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在推进中非‘十大

合作计划’基础上，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

未来 3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八大

行动’”。

2018年 9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全

方位规划了中非合作的优先领域和重点

方向，擘画了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中非合作

共赢、共同发展的新蓝图。

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

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

平安全——这“八大行动”，正是当下中非

经贸合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

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当“中国

龙”与“非洲狮”携手共舞，中非合作共赢，

无疑将汇聚起26亿人的智慧与力量，共同

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多地开花的重点项目，印证着“八大

行动”落实工作的早期收获：

——非洲最大悬索桥莫桑比克马普

托大桥、几内亚苏阿皮蒂水电站等一批重

大项目相继建成或抓紧推进；

——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建设经贸

合作区新增投资近 5亿美元，新入园企业

超过100家；

——中方邀请埃及、南非等 8个非洲

国家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家

展，来自42个非洲国家的超过160家企业

参加企业展；

——中方就埃塞俄比亚大豆、肯尼亚

甜叶菊、苏丹脱壳花生、南非苜蓿草等农

产品输华与非方签署检疫议定书，非洲国

家已有超过350种农产品食品可对华开展

贸易；

——非洲首家“鲁班工坊”已在吉布提

投入运营；中国非洲研究院正式成立……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镜湖

表示，“八大行动”最大特点是一个“实”

字，通过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项

目，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非方发展战略

深入对接，实现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一个个不断攀升的经贸数据，折射中

非合作的广阔空间：

贸易合作稳中向好——2000 年，中

非贸易额首破 100 亿美元，2018 年中非

贸易额 20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中

国连续十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

国，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其中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对非出口金额占我国对非

出口总额的 56%。今年前 4 个月，中非

贸易额达到 66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

产业投资深度融合——截至 2018年

底，中国在非洲设立各类企业逾 3700家，

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存量超过 460亿美

元。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中国对非投资

重要依托，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形成

了制造装备、轻工纺织、家用电器等多个

产业群，大大提升了当地工业化水平、产

业配套和出口创汇能力。今年前 4个月，

中国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流量 12.2亿美

元，同比增长40.7%。

基础设施合作亮点纷呈——中国企

业积极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在

轨道交通、港口、航空、电力等领域实施了

一大批重大项目，还积极引导中国企业向

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模式转型，增强项目

的“造血”功能。今年前 4个月，中国在非

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 144.3亿美元，完成

营业额123.7亿美元。

新兴合作领域方兴未艾——中国金

融机构已在非洲设立十多家分行。南非

等8国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中国还与

赞比亚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与摩洛哥

等4国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跨境电商合

作等新业态合作快速增长，中国正与卢旺

达等国商谈建立电子商务合作机制，阿里

巴巴与卢旺达政府宣布共同建立非洲首

个世界电子贸易平台……

从“十大合作计划”到“八大行动”，不

断纵深的中非经贸合作传递一个重要信

号：无论国际风雨如何变化，都不会动摇

中非历久弥坚的深厚情谊，也无法阻碍中

非之间生机勃勃的务实合作。

即将举行的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

博览会，以“合作共赢，务实推进中非经贸

关系”为主题，吸引了53个非洲国家，联合

国工发组织、粮食计划署、世贸组织、非洲

联盟等国际组织参会，成为见证中非经贸

未来合作的重要窗口。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贸易稳中向好 产业深度融合 基础设施亮点多

“八大行动”成中非经贸合作重中之重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 吴

雨）中国人民银行20日发布的调查报告

显示，二季度，货币政策感受指数为

55.2%，比上年同期提高 14.5个百分点。

其中，有 83.4%的银行家认为货币政策

“适度”。

央行发布的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

示，二季度，银行业景气指数为 70.6%，

比上年同期提高 4.2个百分点。银行盈

利指数为 66.7%，比上年同期降低 0.3个

百分点。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 66.2%，

比上季度降低4.2个百分点。

央行发布的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显

示，二季度，经营景气指数为 55%，比上

季度提高 0.2个百分点。出口订单指数

和国内订单指数分别较上季度提高 3.4
个和 4.6 个百分点。资金周转指数为

57.8%，比上季度低0.8个百分点。

央行同日发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

报告显示，二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的

居民占 26.4%，比上季度提高 0.5个百分

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 45.4%，

比上季度提高 0.4个百分点；倾向于“更

多投资”的居民占 28.2%，比上季度低 1
个百分点。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 陈

炜伟 于佳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20日说，6月底之前，中国政府将发布新

修订的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领

域。

在今年 3 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上，中国政府宣布将进一步

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今年6月底之前，将

再次修订发布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

单、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高峰当日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相关修

订工作，修订后的清单将于 6月底之前

公布。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外商投资企

业提出的合理关注和问题，加大改革力

度，努力为投资者营造更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高峰同时指出，2020 年 1 月 1 日将

实施的《外商投资法》也明确规定，外

商投资企业同等适用国家各项支持政

策，平等参与标准化制订和政府采购

活动。

“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外商投资

企业提出的合理关注和问题，加大改

革的力度，努力为投资者营造更加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高峰说。

新版外商投资
准入负面清单
6月底前发布

■新华社记者 许缘 邓仙来 孙丁

19日上午，美国首都华盛顿上空阴云

密布，似有大雨将至，正如位于城南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大楼听证会大厅的气氛。

当天，美国政府召开的拟对3000亿美

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7天系列听证

会继续进行。上午第二组作证词陈述的，

是6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制鞋商和鞋类行业

协会代表。

“我代表我们的员工、我们的消费者而

来。”发言的是来自纽约的制鞋商里克·穆

斯卡特。与其他人不同，穆斯卡特没有一

开始就陈述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关

税对企业的不利影响，而是在提交的证词

中夹了几张照片，并向在场官员缓缓道来。

“这张照片上是我们的几名员工，他

们有的已和我们一起工作了 15年或者更

久。”穆斯卡特说，“这位女士从（上世纪）

60年代开始和我父亲一起工作，已经超过

50年了，现在她的女儿也和我们在一起。”

“像其他在这里的企业一样，我们努

力保护我们的员工，给他们一个安全和健

康的工作环境，提供弹性工作时间，给他

们在家工作的选择，这样他们就可以照顾

家人……”

穆斯卡特语速并不快，但说到这里，他

还是停了下来。他的停顿引起在场所有人

的注意。再次开口时，他已泣不成声。

“我非常担心对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

关税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我们有

99.9%的鞋是在中国生产的。如果被迫承

受 25%的价格上涨，我们无法继续维持现

有的员工数量”，“我们很可能会破产”。

穆斯卡特哽咽着说。

穆斯卡特还提供了消费者的照片，其

中一位是美国“9·11”恐怖袭击的幸存者。

“他那天逃离了双子塔，不得不步行回家。

他脚上穿的是我们的鞋，他的双脚也是他

回家时身上唯一没有受伤的地方。”平复了

一下心情，穆斯卡特继续作证词陈述。

“这些鞋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你花 40
美元就可以买到。但是（加征）关税将使

鞋价上涨，而我们的消费者——美国的普

通工薪阶层，无法为这些鞋支付更多的

钱。由于需求减少，我们的工人可能会失

去工作，我们也可能失去这家有55年历史

的企业。”

穆斯卡特的证词引起现场美国制鞋企

业和行业代表的共鸣。他们纷纷向美国官

员陈情，恳请不要对从中国进口的鞋类产品

加征关税。制鞋业利润微薄，受价格影响很

大，如果美国政府执意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新一轮关税，那么制鞋商只能被迫提高价

格，这会导致销量减少和企业业绩下滑，进

而造成就业下降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制鞋商马克·
菲舍尔在作证词陈述时也情绪难平，“我们

（的鞋子）卖给普通消费者，他们没有更多的

钱支付，我们企业也无法负担这些关税”。

据菲舍尔介绍，美国 70%的鞋类产品

是中国生产的，其经营的企业也有 85%的

产品是中国制造。如果像美国政府所希

望的那样，将产业链和供应链搬出中国，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寻找替代生产力，那么

将造成美国整个制鞋产业的混乱。

“我无法想象，当我们试图将超过 10
亿双鞋移出中国，并在世界各地生产时，

美国制鞋行业将面临怎样的困难。”菲舍

尔说，“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有足够的工

厂和生产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它会对整个

制鞋行业造成严重破坏。”

“今天我们首当其冲（受到加征关税影

响），你们要求我们转移产业链，要求我们

企业搬离中国，你们还要求玩具生产商和

其他多个行业也这样做。但我要说的是，

你们是在要求一个行业搬家，这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说到这里，菲舍尔哽咽难言。

当天参加听证会的还有以惠尔丰公

司为代表的安全电子支付产品提供商，以

及服饰零售商、印刷业等美国企业和行业

的数十名代表。他们多数都反对美国政

府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

“我的儿子、女儿、侄子都在我们公司

工作。现在，他们的工作和未来都岌岌可

危。”穆斯卡特再次饱含热泪地说：“我请

求你们，不要对从中国进口的鞋加征关

税。” 新华社华盛顿6月19日电

听证会上，美国纽约制鞋商哽咽着说——

“我请求你们，不要对从中国进口的鞋加征关税”

超八成银行家认为
目前货币政策“适度”

中国援非“万村通”赞比亚项目竣工仪式6月13日在赞比亚卢萨卡省琼圭区举行。“万

村通”旨在为非洲国家的1万个村庄接入卫星数字电视信号。 □新华社记者 彭立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