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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经贸摩擦专栏

（一）美国的现代供给侧经济学与中国的供给侧改革

1月 21日，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虚拟会议上，美国财

政部长耶伦将拜登政府的经济议程重新命名为“现代供给侧

经济学”（modern supply side economics），该议程寻求增加

劳动力供应、改善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以提振潜在的美

国经济增长，并缓解通胀压力。耶伦认为，“我们的新方法

远比旧的供给侧经济学更有望获得成功，我认为后者在促进

经济增长方面是一个失败的策略”，“现代供给侧经济学寻

求通过增加劳动力供应和提高生产率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

减少不平等和环境破坏。”耶伦所谈的“现代供给侧经济学”，

令人想起中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研究分析称，

美国是成熟的消费社会，现在强调供给侧经济学，试图通过

加强供给来满足消费需求，有着合理的逻辑性。中国是生产

型社会，在经济增长、消费需求升级时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有其合理性。不过，现在受疫情影响，中国的消费遇到

很大问题，需求不足的问题再度凸显。因此，中国的政策重

点不能只停留在供给侧，而是供给、需求两端都要重视，甚

至在短期内要更加重视需求侧问题！中国需要通过刺激需

求、培育消费来稳定增长。另外，中国扩张需求也要注意“结

构问题”，不能只是指望投资拉动需求，不能只靠政府投资

和国企投资来创造需求，重点还是要鼓励市场消费需求增

长，这样的需求扩张才是良性的。（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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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媒报道：美日加紧“拉帮结伙”施压中国

据美联社华盛顿 1 月 20 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当地时间周五举行首次正式会谈。白宫声称，

为了给领导人会议做准备，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

文及其日本同行秋叶刚男周四讨论了中国和朝鲜等问题。报

道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

与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和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了“2+2”会

谈，讨论了中国和朝鲜等问题。报道还称，在中国崛起为世

界大国之际，拜登试图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所谓“印度洋-太平

洋地区”。他与日本前任首相菅义伟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希

望与岸田文雄建立类似关系。另据日本《产经新闻》网站 1

月 21日报道，日本和美国政府 21日上午发表有关《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NPT）的联合声明，声称“将要求中国为降

低核风险、提高透明度、推进核裁军进程作出贡献”。这是

日美第三次发表关于 NPT的联合声明，但写明对中国的要求

尚属首次。报道称，这份联合声明由日本外务省和美国国务

院发表。日美赶在 21 日晚两国领导人视频会谈之前发表联

合声明，是希望营造所谓对华施压的氛围。此外据美国之音

电台网站 1 月 21 日报道，在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举行视频峰会前，两国高官声称，双方正在深化讨论，

以便为中国对包括台海在内的地区带来的所谓“急迫挑战”

做好准备。报道注意到，日本驻美大使富田浩司 18 日在华

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视频讨论中声称，日美两国正在就

如何为所谓“台海紧急状况”做好准备的问题进行紧密协调，

以便加强对中国的所谓“威慑”。富田浩司声称，“台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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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定”对日本非常重要，这已经成为日本和美国对话的重

要主题。此外，美国驻日大使馆临时代办雷蒙德·格林声称，

美日对中国给“印太地区”带来的所谓“挑战”有相当一致

的评估，双方正在就如何应对这个挑战进行紧密协调。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1日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美日就《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发表联合声明，标榜对核领域全球治理的

贡献，同时对中国核政策说三道四。这完全是为了转移视线、

推卸责任，掩盖自身在核领域的斑斑劣迹。（来源：参考消

息）

（三）外媒：美拟推“印太经济合作”抗衡中国

据路透社华盛顿 1月 19日报道，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

高级政策官员周三说，华盛顿希望在 2022年初与“印度洋-

太平洋”地区国家确立经济合作的“共同目标”。美方此举

的背景是，华盛顿试图抗衡北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总

统拜登去年 10 月对亚洲领导人说，华盛顿将启动建立“印

度洋-太平洋”经济框架的会谈。但几乎没有任何细节浮出水

面，拜登政府一直避免重新加入批评人士认为会威胁美国就

业的贸易协议。白宫中国事务高级主管劳拉·罗森伯格在一

次网络研讨会上说，最近几个月与伙伴的讨论帮助“明确了”

政府如何落实此框架的构想。罗森伯格在美国国家亚洲研究

局的智库活动上说：“我们对拟议中的经济合作领域的最初

想法包括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标准、供应链弹性、基础设

施、脱碳和清洁能源、出口管制、税收和反腐败。”她说：

“我们将继续把重点放在确立共同目标上，我们将在未来几

个月，即 2022 年初共同宣布这些目标。”但她没有透露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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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她说，有关此框架不同层面的对话“将以不同的速度推

进”。她说，有关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退出的区域贸易框

架（目前被称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

看法，她没有新东西可说。但她认为，促进地区自由开放和

保护美国工人都重要。批评人士认为，美国加入这一贸易框

架会对美国工人构成威胁。她说，美国官员“都感觉到一种

普遍的紧迫感”，要让美国处于能够与中国竞争的最佳位置。

报道指出，随着拜登寻求利用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来对抗华

盛顿所认为的北京日益加大的经济和军事“胁迫”，中美关

系跌至几十年来的最低点。报道称，一些“印度洋-太平洋”

地区国家——其中许多国家把中国视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

——对美国缺乏经济接触表示失望。 （来源：参考消息）

（四）中国采购量达中美贸易协议目标约六成

彭博社根据中国官方数据分析显示，2020年 1月份美国

前总统特朗普与中国签署协议后的两年中，中国采购了大约

2370亿美元（3182.96亿新元）的美国农产品、制成品和能

源商品，达到承诺采购规模的 63%。该媒体分析说，中美两

大经济体 2020 年签署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贸易协议未能缩

小双边贸易差额，给拜登政府处理两国间未予解决的经济问

题增添了压力。据彭博社报道，虽然中国企业的采购规模已

经从 2019年和 2020年初时疲软的水平有所增加，但距离目

标相去甚远。中国将原因归咎于疫情，以及波音公司 737 Max

飞机在发生致命事故后取消认证等因素。与此同时，美国民

众在疫情期间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旺盛，其中包括家电和自行

车，推动中国出口创出纪录新高，削弱了该协议改善双边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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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失衡的根本性目的。虽然贸易协议中有模糊的措辞暗示中

国会继续购买更多美国商品，但没有公开目标，也不清楚进

一步采购具体会如何。中国坚持要求取消关税，认为这将有

助于全球经济复苏，并降低通胀压力。目前没有谈判取代该

协议，美国总统乔·拜登上周表示他没有准备好取消关税。

（来源：联合早报）

（五）141名议员联合施压，对华贸易战打痛自己

据环球网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共和两党 140余

名议员在不久前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致联名信，呼吁扩大

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豁免范围，以帮助美国企业从新

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等风险中复苏。这 141名国会议员

中，包含了两党的众多人物，影响很大。而且他们表示豁免

关税已经迫在眉睫，同时联名的议员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

要知道前不久，拜登刚刚说不准备取消对华关税，现在就出

现了如此多议员联名上书。可见美国真的是因为这个政策受

到了很大的影响。（来源：环球网）

（六）美国司法部与 FTC拟更新并购规则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司法部(DOJ)的反垄断部

门正在对更新版的并购规则征求公众意见，以改善对非法合

并(Illegal Mergers)的执法。这两家机构表示，最近的证据表

明，经济中的许多行业正变得更加集中，竞争力下降，这危

及消费者、工人、企业家和小企业的选择和经济收益。他们

表示，由于并购激增，从 2020年到 2021年的并购申请增加

了一倍多，这些问题可能会持续或恶化。FTC和 DOJ鼓励公

众，包括市场参与者、政府实体、经济学家、律师、学者、



6

工会、雇员、农民、工人、企业、特许经营商和消费者，分

享反馈、证据和想法，以便修订并购规则。目前，监管机构

已加强对拟议并购交易的审查，尤其是在科技领域。因此，

微软(Microsoft Corp., MSFT)近日宣布拟以 750 亿美元收购

动视暴雪(Activision Blizzard Inc., ATVI)的交易，可能受到美

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密切关注和审视。并且该交易适逢华盛

顿就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更多科技监管措施来限制美国影响

力很大的公司展开激烈论战之际。尽管微软规模可观，在美

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 90年代还曾成为反垄断

的靶子，但该公司在这一轮监管风暴中很大程度上避开了矛

头。美国司法部(DOJ)、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国会议员主

要关注 Alphabet Inc. (GOOG)旗下谷歌、亚马逊公司

(Amazon.com Inc., AMZN)、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和

Meta Platforms Inc. (FB)旗下 Facebook 涉嫌对竞争构成的威

胁。前司法部反垄断主管Makan Delrahim说：“美国反垄断

机构最近的行动，以及最近包括欧盟和英国等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监管机构采取的前所未有的严厉行动，可能表明这些机

构将密切审视这项交易。”在拜登政府所任命官员的领导下，

司法部(DOJ)和 FTC 已释放出信号，打算审查甚至可能挑战

更广泛的交易，理由是这些交易有可能减少市场竞争。微软

周二宣布了该收购计划的数小时后，上述监管机构表示，为

了审查这宗拟议的并购案，他们将重新检视评估政府的相关

指导原则。在此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官员们呼吁公众就

监管者应如何加强指导规定以打击不合法并购交易提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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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这些机构表示，一个需重点关注的领域是要怎样更好地

评估数字市场上的交易是如何影响竞争的。Delrahim表示，

微软和动视暴雪计划是在 2023 年完成该交易，这似乎是承

认了监管部门的审查可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他说，反垄断

执法者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微软与动视暴雪合并后能否

在电子游戏领域更好地与中国的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0700.HK, 简称﹕腾讯)和日本的索尼集团公司

(Sony Group Corporation)等外国公司展开竞争。目前还不清

楚在美国境内，将由司法部还是 FTC来负责审查该交易。这

两个机构共享反垄断执法权，并分担对并购交易的审查职

责。（来源：道琼斯合规）

二、国际舆情关注

（一）印媒报道：印度对中国商品需求骤增

据《印度教徒报》网站 1 月 22 日报道，对贸易数据的

分析结果表明，印度从中国进口规模最大的前 100 种商品

2021年的进口额增加了 16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近三分之

二。报道称，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本月发布的数据，印度 2021

年从中国进口总额突破 975亿美元，创出新高，在两国 1250

亿美元的贸易总额中占据较大比重。这也是双边贸易额首次

突破 1000亿美元关口。根据对印度商业部数据的分析，2021

年 1至 11月，印度从中国进口的 8455种商品中，4591种商

品的进口额出现了增长。印度中国问题研究所的桑托什·帕

伊在分析了这些数据后认为，按价值计算，排名前 100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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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进口总额达到 410亿美元，高于 2020年的 250亿美元。

进口额最大的这 100种商品的贸易额均超过 1亿美元，涉及

电子产品、化学品和汽车零部件等，其中大多呈现出进口急

剧增长的势头。一些制成品和半成品也在这 100种商品之列。

报道称，在前一类商品中，集成电路的进口额增长了 147%，

笔记本电脑和个人电脑增长 77%，氧气治疗设备增长了 3倍

多。半成品，特别是化学品，也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其中乙

酸的进口额是过去的 8倍多。报道指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

涨幅，原因之一是印度国内对中国制成品的需求复苏，以及

工业出现的复苏。印度对全球出口规模增长，推高了它对许

多重要中间产品的需求，而其他地区供应链的中断导致印度

短期内增加了从中国的采购规模。报道称，印度一方面正以

前所未有的规模从中国采购本国市场所需的电子产品等制

成品，另一方面也依赖中国提供一系列中间产品，这些商品

大多无法从其他地方采购，而且印度国内的产量也不足以满

足需求。（来源：参考消息）

（二）美国政府向芯片企业预警，为可能对俄罗斯实施

新的出口管制做好准备

据媒体报道，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以下简称 NSC）官员 Peter Harrell和 Tarun

Chhabra 在上周五的一次电话会议上向半导体工业协会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以下简称 SIA）的高管

透露，如果莫斯科袭击乌克兰，白宫告诉美国芯片行业要为

对俄罗斯出口的新限制做好准备，包括可能阻止该国获得全



9

球电子供应。SIA曾寻求澄清一系列措施的可能性，包括金

融制裁、扩大对俄罗斯的出口限制，使其与对伊朗和朝鲜的

出口限制一样，以及对俄罗斯实施 2020 年的规则，该规则

大大扩大了政府的权力。阻止向中国华为运送外国制造的商

品。一位与 SIA 成员通话的人士表示，准备工作可能包括

检查莫斯科的员工，以确保他们有良好的 IT 保护，并准备

立即关闭对俄罗斯的出口。将所谓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范

围扩大到俄罗斯，以反映特朗普时代针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

的举动，可能会让拜登政府停止芯片、计算机、消费电子产

品、电信设备的运输，和其他在世界任何地方制造的物品，

如果它们是使用美国技术生产的，也无一幸免。（来源：半

导体行业观察）

（三）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将重启自贸谈判

日前，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来华访问的海湾阿拉伯国

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纳伊夫·哈吉拉夫举行会谈。会后双方

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尽快完成中海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建立中海自由贸易区，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统筹

推进双方经贸利益。纳伊夫此前曾表示，中国在海合会重启

自贸协定谈判的名单上居于首位。中国和海合会国家经济互

补性较强，双方在能源、商品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日益紧

密，中海经贸关系多年来不断提升。根据海合会统计，2020

年中国取代欧盟成为海合会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中国海关

统计，2021年，中国与 6个海湾阿拉伯国家进出口总值达到

15041.35 亿元。中海自贸协定谈判开始于 2005 年，涵盖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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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贸易、服务贸易、经济技术合作等多个领域。2009年，海

合会单方面中断同所有国家和区域自贸协定谈判。2016年，

海合会重回谈判桌，中海双方当年进行第六轮至第九轮谈

判，但随后由于地区局势等多种原因，谈判再次中断。直至

目前，中海自贸协定谈判迎来重启契机。海合会各国具备重

启谈判的条件和意愿。2021年以来，各国努力调和内部分歧，

合作形势明显改善。2021年年初和年底举行的两次海合会峰

会上，沙特等国恢复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各国就战略合作

和经济与发展一体化的原则和政策达成一致，海湾关税同盟

和共同市场有望得到进一步完善。这不仅有利于海合会各国

深化经济合作，也为恢复中海自贸协定谈判创造了条件。此

外，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政策、新冠肺炎疫情等因

素影响，海合会国家对华战略倚重进一步增强，加之各国近

年来加快经济转型步伐，多元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贸易、

投资、电子商务等领域均快速发展，对华产业对接的需求大

幅增加，中海自贸协定的签订符合各国战略和经济利益。（来

源：经济日报）

（四）各国正在陆续加强对锂矿资源的控制

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被称为“锂三角”，控制着全

球 7800万吨锂储量的近 58%。玻利维亚以 2100万吨的储量

占据全球第一，阿根廷和智利分别以 1480 万吨和 830 万吨

位列前茅。当前全球对锂的需求处于历史高位，并将在未来

几十年继续上升。机构预测，2025年全球碳酸锂缺口将突破

16万吨，缺口占比 13%。未来几年全球碳酸锂供需仍将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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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平衡状态。分析人士预计，由于共同的利益需求，“锂三

角”可能会利用自身优势影响国际市场，这个组织将像“石

油输出国组织”一样发挥作用，也就是锂矿版的“欧佩克”。

锂矿“欧佩克”的想法早在 2011年就被提起，但由于三国

政府之间的分歧，该想法长期被搁置。随着左翼领导人博里

奇成功当选智利新一届总统，三国政府即将都是类似的左翼

形态，这大大加速了组建锂矿联盟的想法的成型。据称，墨

西哥也可能会加入进来。南美以外，欧洲东南部的塞尔维亚

境内的 Jadar锂硼矿项目，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含锂矿床之一，

近期力拓欲开发此项目，日前却遭塞尔维亚政府以环保问题

否决，这也引起了业内的高度关注。种种迹象表明，在当前

世界，包括锂矿在内很多矿产资源，很多所在国政府都在谋

求加强控制。在未来一段时间，产业上游的企业及矿产资源，

都将维持一个难得的高估值时期。（来源：界面新闻）

（五）日美新设经济版 2+2磋商

日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美国总统拜登首次在线上通

过视频进行了长约 80 分钟的磋商。两国首脑就新设经济版

部长级“2+2”磋商达成协议。岸田文雄表达了上半年在日

本举行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面对面会谈的意向，

拜登表示了支持。双方确认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际“采取

强有力行动”。磋商后，在首相官邸岸田文雄表示，“为实

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日美将展开合作，深化与志

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拜登在推特（Twitter）上发文称，“与

首相进一步加强了作为印度太平洋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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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日美同盟，对此感到荣幸”。关于经济版“2+2”磋商，

日本方面由外相和经济产业相参加，而美方由国务卿和商务

部部长参加，力争尽早举行。日美经济版“2+2”磋商将成

为针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第三国投资讨论

日美合作的平台，预计还将涉及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安全保

障。岸田文雄表达了希望美国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CPTPP）的想法。针对中国，两国领导人磋

商了日美的应对措施。就反对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

的尝试以及经济胁迫达成了一致。拜登在会谈中言及《日美

安全保障条约》第 5条适用于尖阁诸岛（中国名：钓鱼岛）。

岸田文雄表明了日本防卫能力的根本性强化，向拜登表示，

作为具体政策，年内修改外交和防卫基本方针的“国家安全

保障战略”等 3项文件。岸田文雄还向拜登表示作为选项之

一，在讨论拥有打击敌方导弹发射地点的“敌方基地攻击能

力”。（来源：日经中文网）

三、国际贸易摩擦

（一）出口应诉

1．美国对碳钢对焊管件作出第五次反倾销日落复审产

业损害终裁

2022年 1月 2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投票对

进口自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巴西、日本和泰国的碳钢对焊

管件（Carbon Steel Butt-Weld Pipe Fittings）作出第五次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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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日落复审产业损害肯定性终裁，裁定若取消涉案产品的反

倾销税，在合理可预见期间内，涉案产品对美国国内产业造

成的实质性损害将继续或再度发生，在该项裁定中，5名委

员均投肯定票，基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肯定性产业损害

终裁，美国将继续对上述国家/地区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2．土耳其对涉华自行车内外胎作出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

2022年 1月 20日，土耳其贸易部发布第 2022/3号公告，

对原产于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自行

车内外胎作出反倾销日落复审肯定性终裁，决定维持 2015

年 7月 24日第 2015/35号公告确定的反倾销税不变，中国、

印度和泰国涉案产品的税额为 0.73～2.02美元/千克、印度尼

西亚为 0.66～1.49美元/千克、马来西亚为 0.22～1.55 美元/

千克，详见附表，措施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5

年。（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3．土耳其对涉华摩托车内外胎作出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

2022年 1月 20日，土耳其贸易部发布第 2022/4号公告，

对原产于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摩托车内外

胎作出反倾销日落复审肯定性终裁，决定维持 2015 年 7 月

25日第 2015/34号公告确定的反倾销税不变，中国涉案产品

的税率为 37%～100%、泰国为 68%～100%、印度尼西亚为

0～29%、马来西亚为 19.6%～29%，有效期为 5年，税率详

见附表。（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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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拟修订家用热水器和住宅用商业热水器的测试

程序

2022年 1月 12日，美国能源部（DOE）发布“能源节约

计划：家用热水器和住宅用商业热水器的测试程序”通报，

建议修订相关产品的测试程序，以符合所采用的最新版本的

行业标准（ASHRAE 41.1，ASHRAE 41.6，ASHRAE 118.2，

ASTM D2156，ASTM E97）。拟修订案将重新定义家用热水

器，将较大容量的热泵型设备归类为商业设备，并确定现行

测试程序未涵盖的热水器类型的测试方法等。该法规目前正

处于征求意见阶段，评议期至 2022年 3月 14日。（来源：

浙江省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外贸易预警点）

2．美国拟修订洗碗机的测试程序

2022年 1 月 5日，美国能源部（DOE）发布“能源节约

计划：洗碗机的测试程序”通报，建议修改现行的洗碗机测

试程序，以采用家用电器制造商协会（AHAM）新发布的

AHAM DW-1-2020“洗碗机能耗的统一测试方法”和 AHAM

DW-2-2020“家用电动洗碗机”等行业标准，并将行业标准的

某些条款应用于测试程序中。本次修订增加了“水硬度”、“相

对湿度”和“装载模式”等新的测试要求，调整了“环境温度”、

“洗涤剂用量”和“待机功率测量”等现行测试要求等。该法规

目前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评议期至 2022年 2月 22日。（来

源：浙江省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外贸易预警点）

四、国际利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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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越南：岘港推出 32个优先招商引资项目

据越南《投资报》近日报道，岘港市人委会推出 32 个

预算外优先招商引资项目计划，包括连潮港码头、岘港高技

术物流中心、岘港国际机场物流中心（货运楼）等。（来源：

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

五、规则动态

（一）日本拟修改《家畜传染病预防法实施规则》

2022年 1 月 24日，日本农林水产省发布公告称，现拟

将《家畜传染病预防法实施规则》中绵羊及山羊的羊痒病

（Scrapie，俗称"驴跑病"、"瘙痒病"等）检查对象的月龄限

制从 12个月改为 18个月，并随之修改附表 3、附表 4中相

关内容。现就以上内容公开征集社会各界人士意见。意见征

集截止日期为 2022年 2月 22日。（来源：食品伙伴网）

（二）柬埔寨：外国电商将可在线申报增值税

据柬埔寨《柬中时报》1月 24日报道，为方便电商 4月

1日起缴纳增值税，柬埔寨国家税务局将推出新的电子报税

系统 E-Filing，方便外国电商在线申报。（来源：柬中时报

网）

（三）澳新发布《食品标准法典》第 205号修正案

2022年 1月 20日，澳新食品标准局（FSANZ）发布了

关于澳新食品标准法典第 205号修正案的官方公报，主要修

订的标准有：●附表 3 特性和纯度；●附表 11 营养信息面板

值的计算；●附表 18 加工助剂；●附表 26 使用基因技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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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食品；●附表 29 特殊用途食品；●标准 2.9.1 婴儿配方

食品。做出这些修订的申请如下：●申请 A1178-方法 AOAC

2017.16作为总膳食纤维分析的新方法；●申请 A1190-在婴儿

配方食品及其他产品中使用 2‘-岩藻糖基乳糖；●申请 A1211-

批准来自转基因地衣芽孢杆菌的麦芽糖α-淀粉酶作为加工助

剂。（来源：食品伙伴网）

（四）欧盟修订葡萄酒酿造法规

2022年 1月 19日，欧盟官方公报发布实施条例（EU）

2022/68，修订法规（EU）2019/934号有关葡萄酒酿造法规

要求。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1）放宽了对葡萄酒曝气和

充氧过程的工艺要求，即除了使用气态氧外，还允许使用普

通氧气或空气；（2）新增通过部分浓缩提高葡萄酒中天然

酒精浓度的工艺；（3）新增通过连续/非连续高压处理以减

少葡萄酒中微生物的工艺；（4）新增通过脉冲电场或超声

波处理以促进葡萄中风味物质释放的工艺；（5）葡萄酒中

允许使用的酸度调节剂清单中删除酒石酸钙，新增柠檬酸；

（6）将盐酸硫胺素（葡萄发酵活化剂）的最大用量制订为

0.6mg/l。该条例自公报发布 20 日起生效。（来源：海关总

署）

（五）印度明确生腰果进口要求

2022 年 1 月 18 日，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局（FSSAI）

发布 F.No.1828/Misc.Matters/FSSAI/import-2021 号通告，明

确生腰果进口要求。具体内容为：为促进生腰果进口贸易，

在生腰果产品标准正式发布之前，该产品被视为无标准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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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notspecified），进口检验时适用《食品标准法规：污

染物、毒素和农药残留标准》中的通用规定。该通告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来源：海关总署）

（六）加拿大发布《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条例》

2022年 1月 6日，加拿大发布《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

品条例》，将分阶段实施禁止制造、进口和销售六类一次性

塑料制品（single-use plastic, SUP），包括结账袋、餐具、由

有问题的塑料制成或含有问题塑料的餐饮器皿、环形托架、

搅拌棒和吸管。禁止销售吸管的规定将在该条例正式登记一

年后生效，禁止销售所有六类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规定将在该

条例正式登记两年后生效，禁止制造和进口所有六种一次性

塑料制品的规定将在该条例正式登记一年后生效。以出口为

目的的制造和进口行为将不受该条例约束。该条例现处于征

求意见阶段，时间截至 2022 年 3 月 5 日。（来源：浙江省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外贸易预警点）

（七）澳大利亚对输澳水果包装实行新要求

根据澳大利亚检疫主管部门最新通知，为防止斑翅果蝇

Drosophila suzukii随输澳水果传播，澳大利亚对我国输澳鲜

食葡萄和核果类水果的包装防虫网孔径要求进行了修改。将

原规定“通气孔的纸箱（包装）必须用孔径不超过 1.6毫米的

纱网/丝网覆盖/密封”，修改为“通气孔的纸箱（包装）必须

用孔径不超过 0.98毫米的纱网/丝网覆盖/密封”，其他包装要

求不变。该规定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具体规定可在

澳大利亚农业、水利和环境部网站上查询（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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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on.agriculture.gov.au/BiconWeb4.0）。（来源：海关总署）

（八）欧盟撤销对饲料添加剂二氧化钛的许可授权

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的科学评估意见指出，无法

就二氧化钛对靶动物、消费者和环境的安全性得出结论。鉴

于缺少其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的具体数据，并考虑到二氧化

钛颗粒具有遗传毒性，该添加剂对靶动物、消费者和操作人

员的安全性存在风险。因此，欧盟近期撤销二氧化钛作为感

官性添加剂着色剂功能组饲料添加剂在所有动物上使用的

许可，并要求饲料添加剂二氧化钛和含有二氧化钛的饲料尽

快退出欧盟市场。（来源：农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

（九）马来西亚：完成 RCEP核准程序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近日发布公告，已向东盟秘

书处提交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核

准书，RCEP将于 3月 18日起对马来西亚生效。（来源：新

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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