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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经贸摩擦专栏

（一）美国国务院制裁三家中国机构

当地时间 1 月 20 日，美国国务院以从事导弹技术扩散

活动为由，宣布制裁三家中国机构（中文名称仅供参考）：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poration (CASC)

First Academy, and its sub-units and successors （航天科技集

团第一研究院及其二级单位和承继者）；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Industry Corporation (CASIC) Fourth Academy,

and its sub-units and successors（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院及

其二级单位和承继者）；Poly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 (PTI),

and its sub-units and successors（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二级

单位和承继者）。美国国务院宣布的制裁措施为：就向上述

受制裁实体转让《美国军品清单》上的所有物项以及其出口

受《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管制的所有物项而言，拒绝颁

发所有新的单项许可证；美国政府拒绝与上述受制裁实体签

订任何政府合同；禁止将上述受制裁实体生产的所有产品进

口到美国。上述制裁措施的期限为两年。在本次制裁之前，

受美国国务院“防扩散制裁”的中国机构和个人共有 26个，

包括于 2020 年 11月受制裁的两家中国企业（Chengdu Best

New Materials Co Ltd. (China)和 Zibo Elim Trade Company,

Ltd. (China)），于 2020年 2月受制裁的Wuhan Sanjiang Import

and Export Co., Ltd (China) 等 6家中国企业和 2 名中国个人

等。（来源：出口管制和制裁）

（二）拜登：没有准备好取消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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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的关税

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 1 月 19 日表示，他还

没有准备好取消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尽管

美国企业呼吁取消这些关税。拜登 19 日在纪念其上任一周

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目前正在努力解

决这个问题”，但“答案是不确定的”。拜登说：“我希望

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我可以说他们（中国）正在履行

承诺——甚至超出承诺——并能够实现一些承诺，但我们还

没有做到这一点。”（来源：路透财经早报）

（三）英美两国启动钢铁和铝关税谈判，有意针对中国

美联社华盛顿 2022年 1月 19日报道，美国和英国已同

意开始就取消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英国钢铁和铝的进口

税进行谈判，并将注意力放在中国上。在周三的一份联合声

明中，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泰

和英国贸易部长安妮-玛丽·特维利安表示，他们将努力达成

一项快速协议，以确保两国钢铁和铝业的生存能力，同时“加

强他们的民主联盟。”2018年，特朗普对外国钢铁和铝分别

征收 25%和 10%的关税，称它们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此举激怒了英国、欧洲和其他美国长期盟友。尽管乔·拜

登总统曾批评特朗普疏远盟友，但他一年前上任后在取消金

属关税方面行动迟缓。去年，拜登政府与欧盟达成协议，同

意降低对低于新进口配额的欧盟金属的关税，并继续对超过

配额的进口产品征税。欧盟取消了对包括威士忌在内的美国

产品的报复性关税。英国国际贸易部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表

示：“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尽快达成一项解决方案，迅速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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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税，并为我们蓬勃发展的贸易关系的发展扫清道路。”

批评人士一直表示，特朗普的钢铝关税无助于解决美国钢铝

生产商面临的真正问题：中国生产过剩。但美国已经将大部

分中国钢铁拒之门外。因此，特朗普的关税主要是对美国盟

友的惩罚。美国和英国在周三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已经

讨论了中国的生产过剩问题，并承诺“追究那些实行市场扭

曲政策的国家”。（来源：美联社）

（四）美国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旨在阻止来自中国等

国家（地区）的低价值商品享受免税优惠

AJOT2022年 1月 18日报道，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贸

易委员会小组主席 Earl Blumenauer于 2022年 1月 18日提出

一项法案，意图阻止来自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体的低价值

商品以低于美国关税起征点的价值申报而免税进入美国。

Blumenauer 的法案被称为“Import Security and Fairness Act”

（“进口安全和公平法”），这个法案要求禁止来自非市场经

济体（特别是中国）的货物，凡是属于需要被征收 301以及

232关税的货物，不得享受“进口货值不超过 800美元，免征

关税”的待遇。关于被列入该法案所指“非市场经济体”的国家

和地区的名单，目前确定是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列入其每

年发布的“特别 301报告”中的“优先观察名单”的国家，2021

年，有 9个国家被列入其“优先观察名单”（阿根廷，智利，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乌克兰和

委内瑞拉），23 个国家被列入其“观察名单”(阿尔及利亚，

巴巴多斯，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多米尼加，

厄瓜多尔，埃及，危地马拉，科威特，黎巴嫩，墨西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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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坦，巴拉圭，秘鲁，罗马尼亚，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而在上

述名单中，只有中国，越南，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

非市场经济国家。Blumenauer的法案受到美国劳工联合会和

产业工会联合会,美国全国纺织组织理事会，繁荣美国联盟和

美国制造业联盟的支持。但预计会受到美国商界的强烈反

对。（来源：AJOT）

（五）高盛专家：中美货币政策没有必须同步的理由

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认为，中国和美国的货币政

策并没有一定要同步的理由。因为中美两国都是很大的经济

体，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均来自国内需求。据微信公众号“中

国金融四十人论坛”18日消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理事单

位代表闪辉受访时谈及 2022年中国经济走势说，总体而言，

高盛认为 2022 年的经济走势确实面临下行压力。他说，虽

然宏观政策有一定的宽松，特别是财政政策有一定支持力

度，经济走势因奥密克戎病毒传入中国而引发新一轮的防疫

措施、房地产“软着陆”等因素承压。但政策的底线是不搞

“大水漫灌”，同时房地产仍然坚持房住不炒的长期调控。

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闪辉对 2022 年的出口比较

乐观，认为还会继续实现较高的增长。投资可能有所减速，

即使新基建和绿色投资有很高的增速，但其现在的体量可能

还不足以完全弥补房地产投资减速带来的负面影响。消费偏

谨慎。现在的消费仍然比较弱，虽然有空间继续上升。不过

他指出，但短期面临不小的阻力：一方面，消费复苏受到疫

情反复的影响，而疫情发展是非常不确定的；另一方面，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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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复苏需要建立在经济企稳的基础上，因为消费最终就是收

入和储蓄之差。假如储蓄意愿不变，则收入要增长才能够增

加消费空间。记者还问及，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美经济和

政策周期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错位。联储会议纪要暗示了美

联储可能会更加激进地加息和缩表。这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和

政策调控节奏带来怎样的影响？闪辉说，中国和美国的货币

政策并没有一定要同步的理由。因为中美两国都是很大的经

济体，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均来自国内需求。从新兴市场的角

度来讲，有些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开放经济体会有一些制

约，比如有的国家欠了很多外债，在美联储加息的大背景下

可能面临较高的资本流出风险，热钱可能从外债渠道对资本

账户造成压力。但是中国仍保持着一定的资本账户管制，且

债务结构以内债为主而非外债，所以在这方面也不存在很强

制约。他说，人民币现在不是太弱而是太强。中国金融状况

指数在近段时间的收紧很大程度上是人民币升值造成的。从

对经济支持的角度来讲，作为决策者，如果想要稳增长，其

实是需要人民币弱一些以支持出口和经济增长。所以如果美

联储开始加息或者快速缩表，美元可能会升值，其他货币相

对美元贬值，只要速度不是太快，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一件

好事。闪辉认为，中国央行强调货币政策“以我为主”，而

国内的问题是需求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货币政策

应该更加放松。即使美联储加息比预期还要快，只要市场不

产生剧烈波动，中美两国依然能较为独立地按照本国情况进

行操作。另外，对于如何提振中国内需，闪辉认为，在私人

部门需求动力不足时，就要释放公共部门的需求。中国在市

政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其实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和投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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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另外，国外过去两年的经验表明，财政可以大幅提振消

费从而拉动经济，虽然我国传统上更多的是用财政带动投

资，消费领域也可以尝试财政激励。他说，去年的经验证明，

如果中国的需求慢慢稳定下来，要见到大规模通胀，可能就

是从供给端传来，比如再一次的大规模环保限产、“拉闸限

电”等。只要供给端不再有大的波动和紧缩，需求的逐步恢

复不会对通胀产生太大影响。他解释说，因为在政策不搞“大

水漫灌”和强刺激的情况下，需求不会快速过热。从海外不

同国家通胀情况来看，往往是财政刺激力度非常大、需求非

常强的国家，才会出现更高的通胀。如果需求只是企稳后的

逐步恢复，而供给端不出现极端限制，中国就不会像其他国

家一样出现持续高通胀。（来源：联合早报）

（六）美议员吁联合国在冬奥会前发布新疆报告

美国议员周二（18日）敦促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下个月

的北京冬奥会之前公布其对中国新疆政策的评估。美国政府

因新疆问题而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

人权办公室与中国官员就拟议的访问进行的会谈长期没有

取得进展，该办公室在 12 月公告，正在敲定一份关于新疆

局势的报告，并希望在未来几周内发布。美国参议员默克利

（Jeff Merkley）和众议员麦戈文（James McGovern）给巴切

莱特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她在 2月 4日北京冬奥会这一“国

际盛况”开始之前发布这份报告。默克利和麦戈文是美国民

主党人，分别担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和联

合主席。他们说：“报告的发布将发出一个重要的提醒，即

任何国家都无法逃避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国际关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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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人权办公室没有立即回复路透关于报告何时发布的询

问。对于联合国人权办公室一直无法进入中国西部进行调

查，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曾表

示失望。（来源：联合早报）

（七）知情者指美国正在审查阿里云构成的国家安全

风险

路透社周二（1月 18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说，拜登政

府正在审查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云业务，以确定它

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美国正加大对中国科技公司

与美国公司的业务往来的审查力度。报道指，美国当局的调

查重点是阿里巴巴如何存储美国客户的数据，包括他们的个

人信息和知识产权，以及中国政府是否可以访问这些数据。

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方的另一个担忧是，北京方面可

能会干扰美国用户对其存储在阿里云的信息的访问。美国监

管机构最终可能会选择迫使阿里巴巴采取措施，以降低其云

业务带来的风险，或完全禁止国内外美国人使用该服务。周

二开盘前，阿里巴巴美国上市股票一度下跌近 3%，最后跌

幅略高于 1%。（来源：联合早报）

（八）RBC：美国供应链瓶颈可能永远不会缓解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RBC Capital Markets）数字

情报策略主管迈克尔·特兰认为，在新冠大流行进入第三年

之际，美国消费者对商品的无止境需求，可能导致供应链瓶

颈“永远”不会缓解，除非美国最繁忙的两个港口的基础设

施得到重大改善。在一份报告中，特兰和他的团队的结论是，

“从亚洲延伸到加州的供应链根本无法满足当前消费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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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需求水平”，而这种压倒性的需求“是问题的症结所

在”。他们写道：“如果对商品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洛杉

矶港和长滩港将永远无法完全清除清理供应链所需的物流

障碍，”而且“除非进行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否则供应链

将永远无法正常化。”RBC的计算表明，美国消费者支出需

要在 10个月内减少 15%，才能“解决拥堵问题”，并使个

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标“回到长期趋势线上”。然而，

该报告称，目前美国消费品支出比疫情爆发前高出约 20%。

特兰和他的团队在报告中称：“考虑到美国家庭平均资产负

债表的强劲程度，短期内很难看到缓解，除非消费者发生重

大转变，将商品支出与服务支出相结合。”（来源：美国之

音）

（九）思科总裁吁中美寻找共存之道

在总统拜登制订应对中国的新战略之际，美国科技巨企

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 Inc）总裁罗宾斯建议为中美的紧张

关系减压。据彭博社报道，罗宾斯周三（19日）说，中美两

国政府必须寻找共存之道。他在彭博社未来一年展望会议上

受访时说：“对全球经济，坦白说，乃至对全世界，我认为

我们（中美两国）必须取得一些共识。我希望拜登政府能继

续采取这个做法。”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一年来，中美关系始

终令人担忧，拜登政府去年 12 月宣布外交抵制即将举行的

北京冬奥会。除美国之外，目前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

国也决定对 2月北京冬奥会采取外交抵制。拜登今天（20日）

在上任满一周年的记者会上说，目前还不确定会否取消前任

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制订的加征关税。此前，拜登已立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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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制订应对中国的新战略，但至今尚未公布。拜登政府同时

也批评中国政府干预香港选举，令当地民主倒退，以及在新

疆实施种族灭绝行动，侵犯维吾尔族民众的人权。此外，据

知情人士上月透露，拜登政府也在考虑对中国芯片制造商中

芯国际加大制裁力度，将中芯国际及其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列

入“实体清单”。尽管如此，中美两国仍是主要贸易伙伴。

据中国海关总署本月 14日公布的 2021年全年贸易统计（按

美元计算）显示，出口减去进口的贸易收支为顺差 6764 亿

美元（约 9107亿新元）。比上一年增加三成，创历史新高。

随着欧美经济从冠病疫情中趋于恢复，中国的电脑及玩具出

口增加。（来源：联合早报）

二、国际舆情关注

（一）美日首脑会谈拟磋商技术管理与新经济框架

美日两国计划 1 月 21 日在线举行首脑会谈，防止带来

安全隐患的尖端技术外流的管理方法等或将成为经济领域

的议题。会谈可能还将围绕美国力争建立的新“印度太平洋

地区经济框架”构想展开磋商。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 16日

在声明中列举了“新尖端技术相关合作”为首脑会谈议题。美

国总统拜登去年 10月提出“印度太平洋地区经济框架”，预计

今年启动全面磋商，尖端技术的管理也是其中主要议题。除

技术管理外，还力争与该地区各国在强化半导体等重要零部

件的供应链等方面展开合作。围绕调整美国对进口日本钢铝

征收的追加关税，美日持续展开磋商。两国 2021年 11月就

启动磋商达成一致。美国已提议基于过去实际进口量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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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铝设置关税豁免配额。美国与此前同样加征关税的欧盟，

已就设置豁免配额达成协议。（来源：参考消息）

（二）全球企业海外投资去年强劲反弹，但基本无助缓

解供应紧张状况

1 月 19 日，联合国的一个机构表示，2021 年企业海外

投资为 1.65万亿美元，比 2020年的 9290亿美元增加了 77%，

当时，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中断和不确定性，外国直接投资

大幅下降。这一增长使外国直接投资超过了 2019年 1.5万亿

美元的水平。然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汇编的数据显示，

制造业基本错过了这一波反弹，不仅扩大产能的新项目数量

较 2020年略有下降，还仍然远低于 2019年的水平。美国引

领了外国投资的反弹，海外企业向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注入

了 3230 亿美元，美国已从疫情的最初影响中强劲复苏。这

一 114%的增幅使外资流入量达到 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使美国明显成为外国投资的主要受益国。中国也继续证明了

对外国企业的吸引力，外资流入达到创纪录的 1790亿美元，

比 2020 年增长了 20%。然而，所有对美国的外国投资都是

采用收购现有企业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新建工厂或扩建现有

设施的“绿地项目”进行。（来源：华尔街日报）

（三）韩重整贸易救济为下月 RCEP生效做准备

1月 18日，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国务会议当天议

决了《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受害管制的法律》施

行令修订案，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下月在韩正式生效而重整相关贸易救济制度。修订案将

RCEP的贸易救济相关细节反映至国内相关法令。贸易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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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为保护本国产业不受反倾销、补偿性关税、特殊保障条

款等不公正贸易行为影响而采取的进口管制措施。根据修订

案，RCEP成员国被列为韩国自贸协定保障条款适用对象。

原则上，韩国与非自贸协定缔约国根据世贸组织规则适用多

边特殊保障条款。而自贸协定的双边特殊保障条款可根据当

事国之间的协议决定保障措施的力度。因此 RCEP成员国之

间相较于非成员国基于更为合作的关系施行特殊保障条款。

自贸协定的特殊保障条款中“逐步放宽措施”对象中包括

RCEP成员国。逐步放宽措施要求成员国在特殊保障条款实

施 1年以上时有义务缓和措施。产业部今后计划将反倾销、

补偿性关税调查相关内容反映至自贸协定相关关税法特例

施行令。（来源：韩联社）

（四）日媒称美中经贸摩擦令东盟获利

日本经济新闻 2022年 1月 17日报道，美中经贸摩擦由

拜登政府接手继续进行，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日渐增强。针

对这种情况，东盟开始发出“不打算与美中任何一方对峙”“不

希望被迫选择美中之间的任何一方”等声音。另一方面，由

于在地理上与中国邻近，东盟在美中经贸摩擦中获得的经济

利益也许最大。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和加强出口管制，使得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从中国对美国各季度的出口总额来

看，下降尤为明显的是在 2018至 2019年美国对中国加征关

税的时候。这给东盟国家的贸易环境至少带来了两大变化。

一是东盟对美国出口呈增加状态。东盟对美国的出口总额自

2019年以来持续扩大，即使是在新冠疫情下仍然如此。从东

盟各国对美国的月度出口额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越是美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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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征关税的产品，东盟对美国出口越多。这尤其对越南、

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的出口产生了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第

二个变化是，无法去往美国市场的中国产品正涌入东盟市

场。事实上，统计分析中国对东盟各国的月度出口额，可以

发现越是美国提高对中国关税税率的产品，中国对东盟出口

越多。尤其是在向越南出口时，这种情况非常明显。中国对

东盟出口的增加，加剧了东盟市场上的竞争。（来源：日本

经济新闻）

（五）欧盟或升级其贸易政策，以应对中国对立陶宛贸

易措施

中时新闻网 2022年 1月 14日报道，德国《商报》1月

13日报道，欧盟 27国外长非正式会议，14日将于法国布勒

斯特（Brest）登场。面对中国对立陶宛的贸易措施，甚至波

及欧洲多国，欧盟将视为对整个欧盟单一市场发动攻击，欧

洲国家可能升级其贸易政策。欧盟 27 国外长将于法国最西

部港口城市布列塔尼的布勒斯特，举行会议共商远东议题；

更精确地说，是如何应对北京对立陶宛日益强烈的贸易措

施。更重要的是，自 2021 年年底以来，北京对立陶宛实施

的经济政策，让欧洲人感到忧心。对立陶宛企业而言，北京

让其感到不安；因为此前立陶宛被从中国自海关系统中删

除，之后又再次出现。在部分港口中，部分货柜通关后又遭

拦阻，其他通关渠道则完全关闭。德国、法国与荷兰因采购

来自立陶宛的零件，也不得不担心自身商品遭到禁令限制。

欧盟外长此番会谈很可能会商讨如何反击北京。2021 年 12

月，欧盟提出《反胁迫工具》法案；如果成员国同意该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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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欧盟援此法案进行反制裁，以应对他国的贸易攻击。欧

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反胁迫政策专家哈肯布罗(Jonathan

Hackenbroich)解释，《反胁迫工具》需要欧盟全部成员的首

肯。迄今为止，欧盟对经济强力制裁没有任何回应。就战略

而言，这是欧盟无法承受的。是否要升级反击贸易制裁的力

道，欧盟成员国之间仍有分歧与争议；但随着与北京冲突升

温，反倒促成欧洲人就反制裁形成共同路线，速度远比预期

还要快。除了《反胁迫工具》外，欧盟也考虑在世界贸易组

织(WTO)对中国提起诉讼，但这不但耗时数年，且无法产生

立竿见影的救济手段与效果。（来源：中时新闻网）

（六）日本希克斯将在中国等地生产电池组

日本大型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希克斯（SIIX）最早将于

2023 年把摩托车和工业工具使用的电池组产量增加到目前

的 2倍。将投资数亿日元向设在墨西哥和中国大陆等地的工

厂引进生产设备，应对设备电动化导致的电池供应紧张局

面。计划到 2023 年把电池组的销售额提高到 100 亿日元，

比 2020 年翻一番。希克斯每年在菲律宾生产 100 万个电池

组，今后还计划在墨西哥、中国大陆、匈牙利的电路基板工

厂开始生产电池组。在菲律宾进行增产也被纳入考虑。据日

本经济产业省预测，到 2035 年，摩托车和电子产品等民用

小型电池的全球市场规模将达到 192 吉瓦时（1 吉等于 10

亿），增至 2020年的 2.4倍。希克斯的社长柳濑晃治表示，

“除汽车外，其他设备也在推进电动化，电池短缺的迹象越

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电动摩托车开始采用高容量锂电池来

代替以前主流的铅蓄电池。希克斯 2020 年的合并销售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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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亿日元。主要生产汽车使用的电路基板，并向德国大型

汽车零部件企业博世等供货。在汽车用途方面，希克斯还将

代工生产传感器和电池使用的基板，计划到 2023 年使自动

驾驶和电动化等“CASE”相关销售额达到 350 亿日元，增至

2020年的 3.5倍。（来源：路透社）

三、国际贸易摩擦

（一）出口应诉

1．欧盟对华光缆作出反补贴终裁并修改反倾销终裁结果

2021年 1 月 19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对原产于

中国的光缆（Optical Fibre Cables）作出反补贴肯定性终裁，

决定对涉案产品征收 5.1%～10.3%的反补贴税，与此同时，

将中国光缆的反倾销税调整为 14.6%～33.7%，反补贴税率及

调整后的反倾销税率详见附表。涉案产品为由一个或多个独

立护套纤维组成，带保护壳，无论是否含电导体的单模光缆，

涉及欧盟 CN（Combined Nomenclature）编码 ex 8544 70 00

（TARIC编码为 8544 70 00 10）项下的产品，但单独安装于

操作连接器的一端或两端的电缆和海底电缆除外。措施自公

告发布次日起生效。（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2．加拿大对华底盘车作出双反终裁

2022年 1月 19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对原产

于或进口自中国的底盘车（Container Chassis）作出反倾销和

反补贴肯定性终裁，裁定出口商东莞中集专用车有限公司

（Dongguan CIMC Vehicle Co., Ltd.）的倾销幅度为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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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幅度为 2.5%，其他出口商的倾销幅度为 126.4%、补贴

幅度为 20.4%。预计加拿大贸易法庭（CITT）将于 2022年 2

月 18 日前对本案作出产业损害终裁。本案涉及加拿大海关

编 码 8716.39.30.90 项 下 的 产 品 以 及 8706.00.90.90 、

8716.39.90.90、8716.40.00.00、8716.80.20.90、8716.90.30.00、

8716.90.99.10、8716.90.99.90 项下的部分产品。（来源：中

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3．欧盟对华葡萄糖酸钠启动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立

案调查

2022年 1 月 18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应法国企

业 Jungbunzlauer S.A.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提交的申请，对

原产于中国的葡萄糖酸钠（Sodium Gluconate）启动第二次

反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涉案产品的欧盟 CN（Combined

Nomenclature）编码为 ex 2918 16 00，欧盟TARIC编码为 2918

16 00 10。本案倾销调查期为 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日，损害调查期为 2018年 1月 1日至倾销调查期结束。

除另行延期（3个月）外，终裁结果将于 12个月内作出。（来

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四、贸易限制措施

（一）哈萨克斯坦暂停谷物饲料对外出口

据哈通社 1 月 19 日报道，哈萨克斯坦农业部采取多项

措施对商品出口进行非关税监管，包括 7月 1日前对葵花籽

和葵花籽油的出口实行数量限制，禁止谷物饲料出口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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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哈萨克国际通讯社）

五、国际利好消息

（一）疫情期间口岸免税店可适当延长经营和招标期限

记者 19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缓解疫情对市场主体的

影响，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财政部等 5部门印发通知，调整

疫情期间口岸进、出境免税店经营和招标期限等规定。通知

明确，按照相关政策规定批准设立并完成招标的免税店，可

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适当延长经营期限，最长不超过 2年；

2020年 7月至 2022年 6月期间，按照相关政策规定批准设

立，但尚未完成招标的免税店，可适当延长招标期限，最晚

于 2022年年底前完成招标。（来源：新华社）

（二）韩国春节期间实施特别通关支援措施

据韩国海关官网近日消息，为保障春节期间进出口通关

顺畅，韩国海关对农畜水产品、紧急原材料等提供快速通关

和及时装船支援服务，并采取快速退税等措施。（来源：中

国驻韩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三）埃塞俄比亚拟逐步取消航空业市场准入限制

据埃塞俄比亚《报道者报》近日报道，埃塞航空管理局

发布航空业政策草案，将逐步取消航空业市场准入限制，允

许私营航空公司从事航空服务。（来源：中国驻埃塞俄比亚

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六、规则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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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乌拉圭海关 AEO互认将正式实施

中国海关总署 1月 18日发布公告称，中国-乌拉圭海关"

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 1月 26日起正式实施。（来

源：中国海关总署官网）

（二）欧盟发布不需要审查现有最大残留限量的 6种活

性物质

2022年 1月 17日，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发布不需

要审查现有最大残留限量的 6种活性物质。在根据（EC）第

396 / 2005号法规第 12（1）条需要审查的活性物质中，欧盟

食品安全局确定了 6种没有必要对其最大残留限量进行审查

的活性物质。这 6种活性物质有：氯酸盐（Chlorates）、双

十烷基二甲基氯化铵（Didecyldimethylammonium chloride）、

乐果（Dimethoate）、灭线磷（Ethoprophos）、灭梭威

（Methiocarb）和尼古丁（Nicotine）。（来源：食品伙伴网）

（三）澳大利亚修订易腐食品的进口包装要求

2022年 1 月 17日，澳大利亚农业部宣布修订易腐食品

进口要求。自发布之日起，所有用纸箱或托盘运输的允许通

风的易腐食品，需根据部门要求牢固包装。（来源：海关总

署）

（四）智利拟修订乳制品准入卫生要求

2022年 1月 17日，智利农业部（SAG）发布公告，拟

修订牛奶和奶制品进入智利的卫生要求。主要内容如下：（1）

范围：该公告适用于所有乳制品，除了那些在第 3081/2006

号决议或替代它的决议中指出；（2）原产国或地区必须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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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被视为无裂谷病和块状皮肤

病的国家或地区或者，产品经过巴氏杀菌或其他根据 OIE法

典处理的方法；（3）加工牛奶或奶制品的企业必须由原产

国的主管卫生当局授权，并且必须获得 SAG 的授权才能出

口到智利；（4）追溯体系。加工牛奶或奶制品的企业必须

有一个正确实施的可追溯性程序，它保证确定原材料的产

地；（5）养殖场要求。牛奶或奶制品必须由动物奶加工而

成并且在 10 公里半径范围内无口蹄疫的农场，原料的原产

地农场必须没有布鲁氏菌病（布鲁氏菌属）和结核病（结核

分枝杆菌）感染，或者，产品经过巴氏杀菌或 OIE法典规定

处理的方法等。该公告将在发布后三个月后生效。（来源：

海关总署）

（五）加拿大审批通过首款治疗新冠口服药物

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帕罗维德 17 日

获加拿大卫生部审批通过，成为首款获准在加拿大使用的治

疗新冠病毒感染的口服药。（来源：中国新闻网）

（六）牙买加规定番茄酱强制性标准

2022年 1月 14日，牙买加标准局发布G/TBT/N/JAM/108

通报，发布番茄酱强制性标准。主要内容包括（1）规定了

由番茄制成的传统番茄酱的一般和详细要求，以及由其他水

果和蔬菜制成的番茄酱的要求。（2）该标准适用于标有"番

茄酱"标签的由番茄或其他水果和/或蔬菜制成并供直接食用

的产品。该标准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时间截至 2022 年 3 月

14日；拟生效日期为 2022年 12月 30日。（来源：海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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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七）欧盟修改管制物项清单

2021年 12月 8日，欧盟宣布了管制物项清单的修改情

况。此次修订是欧盟根据多边机制 2020 年管制情况进行的

修改。更新后的清单对“超级合金”的定义进行了更改。新

定义如下：“超级合金”是指在 400MPa下的应力断裂寿命

大于 1000 小时和在 922K（649oC）或更高温度下的极限抗

拉强度大于 850MPa的镍、钴或铁基合金。“此外，欧盟根

据澳大利亚集团（AG）管制清单修订情况，为欧盟管制清

单中的 2B352.f.2新增注释 2--明确包括满足所有提及特性的

任何隔离器，无论其预期用途及名称，并将此前的注释 2变

更为注释 3。（中国出口管制信息网）

（八）IMF预计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将超 12.5万亿美元

据路透中文网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

尔基耶娃周四表示，IMF 预计，到 2024 年，新冠疫情将给

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高于此前 12.5万亿美元的预测。（来

源：中新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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