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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REACH 法规候选物质清单拟新增 4 种化学物质 

2019 年 9 月 3 日，ECHA 发布通知，拟将 4 种化学物质列入 SVHC 高度关注物

质清单，现公开征求意见。意见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18 日。若该提议获批准，

则 REACH 法规候选物质清单将达到 205 项（目前 SVHC 清单共含有 201 项）。 

拟新增的 4 种化学物质信息如下： 

REACH 法规规定，当产品中含有 SVHC 物质且含量超过 0.1%时，需要向 ECHA

通报或者在供应链内进行信息传递。即日起的 6 个月内，单种 SVHC 在物品中质量

百分浓度超过 0.1%，且进入欧盟超过 1 吨/年/公司，则该物品的生产商或进口商必

须向 ECHA 进行通报。 

提醒企业，及时关注 REACH 法规 SVHC 清单新增或修订动态，以便有效应对。 

（信息来源：希科检测） 

 

美对 5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最新加税细则来了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提高对约 5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

率，并声称“要求美国企业离开中国”。近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通过公报证实，

新关税将如期开征。在美方宣布要加征 15%关税的总共 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中，

包括服装、鞋类、智能手表、蓝牙耳机、平板电视等，将分两批于 10 月 1 日和 12

月 15 日起上调关税。 

有国际舆论认为，美方此举严重践踏多边贸易规则，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拖累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实施单边、霸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极限施压

行径，美方必将自食其果。 

预公告披露美加征关税细则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公布的加征关税决定，美国的联邦纪事网站分别在

美国时间 2019 年 8 月 27 日与 8 月 29 日出具预公告。 

2019 年 8 月 27 日公告称，将 2019 年 8 月 20 日公布的 301 措施中 3000 亿美元

产品清单项下税率由原定的 10%提高到 15%。该公告将在美国时间 8 月 30 日正式通

过 USTR 网站公布。根据本公告，原 2019 年 8 月 20 日公告的附件 Annex A 部分涉

http://info.texnet.com.cn/key-%E5%85%B3%E7%A8%8E-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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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产品(清单 4A)将在 2019 年 9 月 1 日开始征收 15%的税率，对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

公告的附件 Annex C 部分所涉及的产品(清单 4B)将在 2019 年 12 月 15 日开始征收

15%的税率。 

2019 年 9 月 1 日生效的加征关税产品清单 

List 4A–Effective September 1, 2019 

2019 年 12 月 15 日生效的加征关税产品清单 

List 4B–Effective December 15, 2019 

2019 年 8 月 29 日公告称：拟将 2500 亿美元清单，包括清单 1(340 亿美元)、清

单 2(160 亿美元)、清单 3(2000 亿美元)项下产品税率由 25%提高到 30%。针对此公

告，美方开通了公众评议环节，邀请各方对此项修改提交书面评论意见，该书面意

见提交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20 日。全部书面评论意见应以英文文本通过电子方

式提交(www.regulations.gov)。相关税率提升将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 

由于美国时间 9 月 2 日(周一)是美国劳动节，因此该公告预计将于美国时间 9 月

3 日(周二)正式在 USTR 网站上公布。 

中美贸易磋商须有必要条件 

早在 8 月 24 日美方宣布进一步提高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后，我国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就发表谈话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种单边、霸凌的贸易保护主

义和极限施压行径，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共识，违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严

重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正常国际贸易秩序，必将自食其果。中方强烈敦促美方不要

误判形势，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决心，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否则一切后果由美方承

担。 

此前，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约 750 亿美元商品加

征 10%、5%不等关税，分两批自 9 月 1 日和 12 月 15 日起实施。 

中方表示，中方采取加征关税措施，是应对美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被

迫之举。中方再次重申，对于中美两国，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

好的未来。希望中美双方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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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分歧，积极构建平衡、包容、共赢的中美经贸新秩序，共

同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继续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750 亿美元商品

清单中，经审核确定的排除商品，按排除办法，不加征我为反制美 301 措施所加征

的关税；未纳入前两批可申请排除范围的商品，将纳入第三批可申请排除的范围，

接受申请办法将另行公布。 

目前，全球市场依然在惴惴不安地期待着下一轮中美贸易磋商的消息。美国财

政部长姆努钦 8 月 28 日对美国彭博新闻社说，美国贸易官员期待中国谈判代表的华

盛顿之行，但他不愿说明先前计划的 9 月会谈是否会如期举行。8 月 29 日，中国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关于 9 月份赴美磋商，双方正在讨论这

个问题，“当前，最重要的是为双方继续磋商创造必要条件”。 

美国商家陷入集体焦虑 

“美中贸易战即将转向消费者”，随着 9 月 1 日特朗普政府将对价值约 1250 亿美

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5%关税起征日的来临，美国相当一部分商家正陷入集体焦虑

之中，他们纷纷联名给总统写信，并抄送参加中美贸易磋商的政府高级阁员，要求

推迟或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在美国销售的鞋子中有 70%是在中国制造的”，美国合众社(UPI)8 月 28 日称，

估计每个美国家庭每年需要承担的关税很快将达到 1500 至 2000 美元。 

当地时间 8 月 28 日，超过 160 家美国商业组织组成的美国自由贸易联盟联名致

信特朗普，要求他推迟对中国商品的所有关税上调，称关税会伤害工人和消费者，

并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联名信称，他们代表美国经济的每一个部分，包括制造商、农民和农业综合企

业、零售商、科技公司、服务供应商、天然气和石油公司、进口商、出口商以及其

他供应链利益相关者，通过庞大的供应链为数千万美国人提供就业机会。但不幸的

是，“9月和 10 月的关税上调仍将对很大一部分假日商品造成冲击，增幅甚至高于最

初的预期。由于一些产品面临高达 30%的关税，许多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将这些成

本转嫁给消费者。物价上涨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在假日购物”。 

http://info.texnet.com.cn/key-%E4%B8%AD%E5%9B%BD%E5%88%B6%E9%80%A0-1.html
http://info.texnet.com.cn/key-%E8%BF%9B%E5%8F%A3-1.html
http://info.texnet.com.cn/key-%E5%87%BA%E5%8F%A3-1.html
http://info.texnet.com.cn/key-%E5%B0%B1%E4%B8%9A-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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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 8 月 28 日，包括 200 家美国鞋类销售商在内的美国鞋袜经销商协会，也

发出一封给特朗普的联名信，要求特朗普取消关税。美国 CNBC 网站 8 月 28 日称，

包括阿迪达斯在内的企业签署的这封联名信称，鞋类原本平均税率就有 11%，如今

还要加征 15%关税，部分鞋类的关税将高达 67%，将为美国消费者每年带来 40 亿美

元额外成本。“要让人民币贬值冲销鞋类产品 15%的关税，人民币必须贬值 40%，这

不可能。”美国鞋袜经销商协会负责人普利斯特说：“特朗普需要知道，新关税会伤

及员工及其家庭。关税将侵蚀就业增长，是就业杀手。我们希望，总统倾听全美民

众的声音，停止这场不必要的贸易战。” 

谁将为加征关税最终埋单？ 

有分析认为，美国进口商在缴纳了加征的关税后，肯定不甘心独自承担这一额

外增加的成本。按照利润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原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必

然会设法转嫁关税税负。 

一般而言，转嫁方向有二。一是向国际商品供应链上游转嫁。在同中国出口商

谈判交易价格时，把关税税负预先纳入交易价格构成因素，通过调整进口商品价格

形成公式来说服或迫使中国供应商承担一部分税负。二是向供应链下游转嫁。在向

下游厂商或最终消费者出售产品时，通过提高售价而向其转嫁一部分关税成本。 

税负转嫁是一个市场博弈过程。最终能转嫁出去多少乃至能否转嫁出去，取决

于相关市场主体之间的市场地位、供求关系、谈判技巧、商品与市场的可替代性、

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等众多复杂因素，每项交易的具体情况都会有所不同。但可以

肯定的是，层层转嫁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整个商品供应链和产业链都将成为美国加

征关税的受害者。而作为这一链条的终端，美国消费者必然是最终买单者和最大受

害者。 

因此，在美国宣布对华输美产品再次加征关税后，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主席加

里·夏皮罗就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指出此举不但扰乱市场，还会伤害美国工人、农

民、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并对美国经济构成严重冲击。 

“中美贸易战从长期来看，会让每个人都受到伤害”，正在华盛顿进行短暂访问

的亚洲开发银行东南亚区域总干事苏伯拉曼亚姆 8 月 28 日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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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目前无法准确地预测贸易战会打多长时间，“我个人预测会持续一年半左右”。

他表示，从 6 至 12 个月的时间来看，越南和泰国或短期能从中美贸易战中获益，但

不是长期，因为无论越南还是泰国均无法替代中国制造。而如果中美贸易战继续升

级，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都将产生更多负面影响。来源：CCCT、人民日报、

学习时报、环球时报 

（信息来源：中国轻纺原料网） 

 

美国鞋类品牌商就对华征收关税致美国总统的一封函 

2019 年 8 月 28 日 

尊敬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J. Trump) 

华盛顿特区 20500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们代表美国制鞋业呼吁美国政府取消将于今年 9 月 1 日和 12 月 15 日生效的

新增鞋类产品关税。尽管对来自中国的部分产品的关税将推迟到 12 月份，但大多数

鞋类产品将在 9 月 1 日面临 15%的额外关税。美国鞋类产品关税征收基数本身已经

很高，平均税率为 11%，有些鞋的税率高达 67%，而却，关税最高的通常是针对低

价位的鞋类产品和童鞋，这使美国低收入家庭的负担加重。 

毫无疑问，关税是美国个人和家庭支付的间接税收。当进口鞋类产品的成本增

加或减少——无论是材料运输、劳动力成本或关税——几乎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如下图所示，美国政府数据显示，进口税直接影响消费者所购买产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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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170 多家制鞋企业在 5 月 20 日的信中所述，新关税将影响到所有鞋类产品

和美国的所有阶层。据美国鞋类分销商和零售商协会(FDRA)的数据，新增的 15%税

收将使美国鞋类消费者每年增加 40 亿美元支出。9 月 1 日对进口中国鞋类产品实施

的关税意味着在圣诞节期间数千万美国人购买鞋类产品，将支付沉重的税费。 

我们理解将部分关税推迟到 12 月是为了避免对 3000 亿美元商品的全面增税，

减少对美国消费者在圣诞节购物的影响。我们赞成推迟对某些鞋类产品征收关税，

然而，9 月份对来自中国大多数鞋类产品征收的关税包括几乎所有种类的皮鞋，美国

工人家庭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增加关税带来的伤害。此外，由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采用的 75%进口渗透率标准，那些采购更为多样化、对中国依赖程度较低的

产品首先会受到惩罚性关税的冲击。 

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认为，关税最终将由中国来支付，而不是美国消费者。因

为中国可以通过贬值货币来应对增加的成本。但对于我们的制鞋行业来讲，情况并

非如此，因为鞋类产品的交易和谈判几乎都是以美元为单位而不是按照人民币报价

的。仅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抵消某些鞋类产品 15%的关税上涨，那么人民币就必须贬

值 40%以上。 

我们非常担心，提高关税将进一步造成经济的不确定性。经济下滑将减少美国

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而却，他们不得不为所购买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当消费

者的支出减少，鞋类消费也将随之下降，这将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威胁对中国增

加关税有可能推高其他鞋类采购国家的价格，因为其他替代国的产能有限，且需求

飙升。因此，即使在新关税生效之前，美国消费者有可能面临着产品价格上涨。 

对华贸易战给美国的制鞋行业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抑制着美国经济和就业的增

长，减少对基础设施、技术以及为我们客户提供更具竞争力产品价格的资本投资。 

我们代表数以亿计的美国鞋类消费者和成千上万的制鞋行业员工，要求政府立

即终止对华鞋类产品关税的上调。 

谨致问候 

 

ACI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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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das 

Alan's Shoes 

Aldo USA, Inc. 

Allen Edmonds 

Altra 

AND1 

Aravon 

Avia 

b.o.c. 

Badgley Mischka Footwear 

Baggallini 

BBC International 

Benges Shoes 

Betsey Johnson 

BIGSTON, INC. 

Bionica Footwear 

Birkenstock USA 

Black Diamond Group 

Blondo 

Blowfish Malibu 

BOGS 

Børn Handcrafted Footwear 

Brooklyn Boot Company 

Brooks Sports 

Bullboxer Shoes 

Bzees 

Cal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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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son Investment, Ltd. 

Camuto Group 

Carolina Footwear 

Cat Footwear 

CELS Enterprises, Inc 

Chaco 

Chinese Laundry 

CL By Laundry 

Clarks 

Cobbler's Creations 

Cobra PUMA Golf 

Columbia Sportswear 

Comfortiva 

Converse 

Corcoran 

Cove Shoe Company 

Creative International 

Crocs Inc. 

Dansko 

Dearfoams 

Deckers Brands 

Deer Stags 

Designer Brands 

Dexter Bowling Footwear 

Diba Far East, LLC 

Dirty Laundry 

Dockers Foot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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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ce Vita 

Double H Boots 

Dr Martens AirWair USA LLC 

Dr. Scholls 

Dunham 

Dynasty Footwear 

E.S. Originals, Inc 

Earth Shoes 

ECCO USA 

Elan Polo International 

Famous Footwear 

Farylrobin 

Fashion Footwear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FFANY) 

Feiyue Footwear 

Fila 

Fleet Feet Augusta 

Florsheim Shoe Company 

FN PLATFORM 

Foot Locker 

Foot Petals 

Foot Savvy 

Foot Solutions of Peachtree City 

Footwear Distributors & Retailers of America (FDRA) 

Fortune Footwear 

FrancoSarto 

Genesco 

Geor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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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Brands Group 

Gloria Vanderbilt 

H.H. Brown Shoe Co. 

H.S. Trask 

Hanig's Footwear 

Harley-Davidson Footwear 

Hide & Sole, Inc. 

HOKA ONE ONE 

Hush Puppies 

HYTEST 

Impo International 

Indigo Plum 

Informa Fashion 

Isolá Footwear 

J Laurie Shoe Boutique 

J. Reneé 

JCPenney 

Jewel Badgley Mischka Footwear 

Johnston & Murphy 

Journeys 

Juicy Coture 

Justin Boots 

K-Swiss 

Karavel Shoe Stores, Inc. 

Keds 

KLOGS Footwear 

Kork-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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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ks Footwear 

L.A. Gear, Inc. 

L’Amour Des Pieds 

LaCrosse Footwear, Inc. 

Laundry List 

Leif J. Ostberg, Inc. 

Life Stride 

Little Burgandy 

London Fog 

Lucky Feet Shoes 

Mar-Lou Shoes, Inc. 

Marc Fisher Footwear 

Matterhorn 

Merrell 

MIA Shoes 

Michelson’s Shoes 

Mike's Shoes 

National Shoe Retailers Association 

Naturalizer 

Nautica 

NIKE, Inc. 

Nine West kids and Mens 

Nunn Bush 

Nurse Mates 

Off Broaday Shoe Warehouse 

ONO 

Our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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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adium Boots 

Paradox Footwear 

PUMA Janed 

PUMA Kids Apparel NA 

PUMA North America 

Puma Wheat 

Rack Room Shoes 

Rafters 

Rampage Footwear 

Rawlings Sporting Goods Co., Inc. 

Reef 

Renaissance Imports 

Report 

RG Barry Brands 

ROCKDEEP, LLC 

Rockport 

Rocky Brands, Inc. 

Ryka 

Sam Edelman 

Sanuk 

Saucony 

Schuler Shoes 

Schwartz & Benjamin 

Seychelles 

SG Companies 

Shoe Carnival 

Shoe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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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e Fly 

Shoe Mill 

Shoe Station, Inc. 

Shoe Stop 

Shoe-Nami Inc. 

Simons Shoes 

Skechers 

Sockshop & Shoe Company, Inc. 

Söfft Shoe Company 

softspots 

Sorel 

Sperry 

Splendid Footwear 

Stacy Adams 

Stan's Fit For Your Feet 

Steve Madden 

Straders’s Mall Shop inc. 

Stride Rite 

Strikeforce Bowling LLC 

Sugar 

SUPRA Footwear 

Synclaire Brands 

Teva 

The North Face 

The Shoe House, Inc. 

The Walk Shop 

Timb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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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an Footwear 

Tony Lama Boots 

Topline Footwear 

Ugg 

Under Armour 

Vans 

Via Spiga 

Vibram 

Vionic 

Walk-Over Footwear 

Walker's Shoe Center 

Walking In Paradise 

Weyco Group 

When the Shoe Fits 

Wide Wide by Alan's 

Wolverine Worldwide 

Xero Shoes 

Zac Zac Posen Footwear 

42 Gold 

CC: The Honorable Robert Lighthizer,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he Honorable Steven Mnuchin,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The Honorable Wilbur Ross, Secretary of Commerce 

The Honorable Larry Kudlow, Director,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The Honorable Peter Navarro, Director,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信息来源：中国皮革协会  编译：冉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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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行业协会：反对白宫新的对华关税威胁 

美国商会、全国零售商联合会、消费技术协会、服装鞋袜业联合会等多家行业

协会 8 月 1 日纷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政府拟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

关税的表态，认为此举对美国国内各行各业危害很大。 

美国商会高级副会长迈伦·布里连特在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 10%关税只会对美国企业、农民、工人和消费者造成更大痛苦，削弱美

国经济增长。美国商界期待美中谈判官员举行建设性对话，敦促双方承诺取得进展，

并尽快取消所有加征关税。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高级副会长戴维·弗伦奇表示，该协会对美国政府加码执

行错误的关税策略感到失望，认为此举已造成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不确定性增加和

投资受到抑制。过去一年美方加征的关税并不管用，没有迹象显示再次加税会取得

新成效，新关税只会威胁美国就业，增加美国家庭购买日用品的成本。 

美国服装鞋袜业联合会会长里克·黑尔芬拜因说，美国新一轮对华加征关税将涵

盖所有服装、鞋和家用纺织品，这实际上是对美国消费者的加税，现在是美国国会

收回管理国际贸易权限的时候了。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主席加里·夏皮罗说，今年夏天 300 多家企业和行业协会到华

盛顿请求美国政府停止加征关税，全美 600 多家企业也致信特朗普总统反对加征关

税，美国政府不应忽视美国企业和工人对取消加征关税的诉求。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会长贾森·奥克斯曼说，美方加征的关税已令美国消费者、

工人和企业损失超 300 亿美元，再加征新关税将扩大伤害，令美中双方离达成有意

义的解决方案更远。该协会敦促美国政府将精力集中在达成长期协议上。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说，在了解到中美双方在上海举行建设性

的经贸磋商后，美国政府仍决定对中国商品推进新关税计划令人不安。我们担心这

些额外关税将进一步损害美国作为可靠供应商的声誉，美国农民、工人和消费者会

遭受更多损失。 

美国游说组织“关税伤害美国腹地”发言人乔纳森·戈尔德说，新一轮对华关税将

会影响鞋、服装、玩具和电子产品等美国家庭日用品。贸易战没有赢家，进一步加

税只会造成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更多农场破产、就业减少和物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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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玩具协会发表公告说，美国政府新宣布的征税措施将可能涵盖成品玩具和

其他所有与玩具相关而尚未被加征税的商品。协会已在过去一年多积极主张反对加

征关税，作为美国自由贸易联盟的一员，今后将继续关注关税对美国企业、就业和

家庭带来的负面冲击。 

美国鞋履分销及零售协会(FDR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特·普里斯特发表声明说，

美国政府拟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关税的消息令人惊愕和丧气。该协

会已不知疲倦地反对增加鞋类关税，希望中美间持续的公开沟通可以为缓解贸易紧

张留出时间，并最终结束关税威胁。 

普里斯特指出，新一轮拟加征关税将与每个美国人相关，美国售出的鞋类中有

70%来自中国，对来自中国鞋类产品的关税已涨至 67%。美国政府实际将美国家庭

作为其贸易战谈判的“人质”，加征关税将显著提高鞋类零售价，将对整个行业的新

增就业带来不利影响。 

美国零售业领导人协会(RILA)负责国际贸易的副总裁胡恩·郭 1 日发表声明说，

即将加征关税的产品几乎全是消费类产品，这是对美国家庭预算的直接打击。他说，

如果真的实施该关税措施，涨价物品将包括服装、玩具、家用物品和电子产品，而

这将由美国消费者承担。零售商、消费者和美国工人需要政府找到实现公平协议的

路径。 

美国运动和健身产业联合会发表声明说，对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决定表示失望，

最新决定意味着贸易战将再度升级。“我们不认为关税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美国经济

将因此遭受打击。由于中国在许多美国公司运营中扮演着关键的生产角色，我们将

继续努力说服总统放弃对中国进口商品增加关税。” 

（信息来源：新华社） 

 

美国行业协会主席：美国制鞋业不可能与中国脱钩 

“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鞋类供应商，美国每年需要进口约 23 亿双鞋，其中七成

来自中国。美中两国厂商和消费者都是美国政府关税政策的受害者，没有哪方能够

从中获益。”美国鞋业批发商与零售商协会主席马特·普里斯特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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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鞋业批发商与零售商协会有会员企业 500 余家，占美国鞋业厂商的 90%。

普里斯特说：“美中经贸摩擦爆发以来，美国总有一种声音在讨论两国经贸脱钩的可

能。从美国制鞋业的角度来看，这种脱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中国拥有充足的劳动

力和强大的生产能力，美中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供应链。美国制鞋业不可能与中国脱

钩，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美国政府一再声称‘中国将为关税埋单’，这显然不是事实，关税最终将转嫁到

美国消费者头上。”普里斯特表示，上世纪 30 年代，胡佛政府出台《斯穆特—霍利

关税法》，大幅提高超过 2 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以期减少进口，出清国内积

压产品，由此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美国对外出口急剧下降。这被认为是使美

国深陷大萧条并给全世界带来大灾难的原因之一。历史上的一幕可能会在今天重演。

“加征关税将导致商品价格上涨，进而导致需求减少、销量下降、利润下滑以及通货

膨胀。加征关税将损害美国自身经济前景，并影响全球经济。” 

这不仅仅是普里斯特的忧虑。8 月 28 日，160 多家美国商业组织组成的联盟联

名致信美国政府，要求推迟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并称加征关税会损害美国工

人和消费者利益，对美国经济产生消极影响。美国投资银行高盛(203.44, 4.27,2.14%)

日前发布报告称，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将让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周期。 

普里斯特曾担任美国商务部负责纺织品和服装事务的助理部长帮办。“商业的发

展需要稳定的政策环境和政策可预测性。遗憾的是，我从本届美国政府那里看不到

任何连贯的政策，今天和明天的说辞可能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

进行长远的商业规划呢？这种不确定性严重阻碍美国商业的发展。” 

普里斯特告诉记者，他曾 25 次到访中国，与中国合作伙伴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

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正日益完善，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取得的积极

进展有目共睹。 

（信息来源：新浪财经） 

 

美国工商界人士强烈反对美方加征关税行为 

日前，美方宣布将提高对约 5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美方再

次肆意升级经贸摩擦的做法，让美国工商界和消费者一片哗然，他们纷纷指出美方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usstock/quotes/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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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举动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不仅会增加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也会对美国经

济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美国商会国际事务负责人迈伦·布里连特表示：“美国企业将继续投资中国、与中

国做生意，因为中国市场太重要了。”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高级副会长戴维·弗伦奇

说：“在这种环境下，企业不可能为未来做规划。这实际是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增税，

经贸摩擦不断加剧，哪里才是尽头？” 

“加征关税不是解决美中经贸摩擦的办法，远不如把更多精力放在如何实现合作

共赢上。”美国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全球贸易和合规主管凯蒂·唐曼对本报记者说，

公司产品生产线位于全球 22 个国家，但中国就占了其总出货量的 20%，加征关税将

打乱公司几十年辛勤布局的产业链，公司无法在短期内从其他国家找到替代产能，

现在看来，唯一的出路就是提价。但提价将减少需求，到那时公司不得不关闭一些

门店，并裁减员工。这就是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代价。“加征关税对美国企业、工人

和消费者的伤害要远远大于中国。” 

美国运动服饰品牌“永远 21”的代理律师理查德·沃特曼说，在当前形势下，服装

行业根本无法绕开中国，因为很多纺织品面料只有中国能够生产。中国完善的制造

业、交通基础设施、成熟的劳动力队伍和质量管控等优势在其他国家难以复制。“通

过关税政策人为打破由市场形成的分工链，带来的后果只能是需求萎缩和失业增

加。” 

美国鞋业分销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特·普莱斯特表示，鞋业是一个劳动力和

资本密集型行业，利润率较低，从中国进口的鞋绝大部分被美国工薪阶层所购买。

因为关税上升而增加的成本会立即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些都是很严肃的问题，我

们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加征关税解决不了美国政府的关切，也无助于美国经济

的增长。” 

美方提高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的负面效应使美国农业和汽车行业受到直

接冲击。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是美国生产汽车的第二大

出口市场，去年出口总额达 62 亿美元。在汽车零部件方面，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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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2018 年出口额为 36 亿美元。经贸摩擦对美国大型车企的打击将尤其严重，特

别是特斯拉、福特等品牌，更高的关税将迫使它们提高价格，进而损失市场份额。 

近日，美国农业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美国农业生产者联盟发表声明称：“这次经

贸摩擦升级意味着，要进入不久前还是我们第二大农产品出口目的地的中国，我们

将面临更高壁垒。”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 

 

墨西哥是如何实现鞋类产品出口快速增加的 

墨西哥瓜纳华托州是墨西哥最大制鞋产地，墨西哥瓜纳华托州制鞋业商会对外

商务主管丹尼尔•塞普尔韦达(Daniel Sepulveda)称，墨西哥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来

提高鞋类产品出口。2018 年墨西哥鞋类出口收入超过 5.25 亿美元，其中 75%来自美

国。9 月初，塞普尔韦达还在其发表的评论中提出进一步提高鞋类产品出口的建议。 

塞普尔韦达补充说，墨西哥制鞋企业应该努力在海外市场寻找品牌商或零售合

作伙伴，并成为鞋类自有品牌的外包制造商。他的建议还包括建立以出口为导向的

制鞋商，让他们只专注于出口贸易，并鼓励生产商专注于一个特定的细分市场。专

注出口贸易的制鞋商应在其产品目标市场寻找合作伙伴，并鼓励其海外客户在墨西

哥设立办事处，以利于更好地开展贸易合作。 

塞普尔韦达还建议，墨西哥制鞋商应加大对产品开发和品牌推广的投资，并将

这些活动视为长期投资。 

（信息来源：中国皮革协会  编译：冉福林） 

 

意大利已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皮革出口市场 

据《采购杂志》的亚瑟·弗里德曼在 IndexBox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皮革及生

皮市场的报告”称, 去年，美国皮革及生皮市场销售同比下降 12.1%，至 5.58 亿美元。

从总体来看，皮革和生皮的消费继续显示出急剧下滑趋势。2013 年销售达到 11 亿美

元的最高值，然而，从 2014 年到 2018 年，需求低水平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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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IndexBox 的数据，2018 年美国皮革和生皮出口与前一年持平，为 16.1 万

吨。2018 年美国皮革和生皮出口额为 5.06 亿美元。IndexBox 是专门从事市场研究、

咨询以及对行业深入分析的研究机构。报告称，美国皮革和生皮出口呈现下滑趋势。 

美国皮革和生皮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意大利、中国和越南，占出口总额的 84%。

出口意大利达 1.71 亿美元，出口量为 5.6 万吨，出口中国 1.54 亿美元，出口量为 5000

吨，越南为 9800 万美元，出口量为 3 万吨。在过去五年中，越南是美国皮革和生皮

出口增长率最快的国家，其他主要出口国均出现下降。2018 年，平均出口价格为每

吨 3136 美元，同比下降 12.8%。 

2018 年，美国皮革和生皮进口增长 16%，达到 1.1 万吨，在过去 5 年里年均增

长 10.7%。2018 年，皮革和生皮进口额为 2.06 亿美元。根据这份报告，进口“在不久

的将来可能会稳定增长。” 

（信息来源：中国皮革协会  编译：冉福林） 

 

运动鞋畅销带动德国整体鞋类市场销售增长 

据德国鞋业和皮革制品行业联邦协会(HDS/L)数据显示，受运动鞋和安全鞋销售

增长的推动，2019 年上半年，德国鞋类产品销售额达到 16 亿欧元，实现 2.8%的增

长。上半年，出口鞋类产品 1.74 亿双，出口额达 37 亿欧元，同比增长 7.5%。 

德国鞋业和皮革制品联邦协会主席卡尔-奥格斯特•塞贝尔表示，皮鞋生产商正受

到零售业重大变化的影响，例如客流量下降、鞋店关闭以及快时尚的兴起。他补充

称，所有制鞋企业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包括数字化、可持续发展预期的不断提高、

更严格的产品质量检测、昂贵的替代品和标签实施要求，以及对供应链的复杂监控。

由于中小企业利润率下降，难以对此进行投资。通过过去 15 至 20 年生产和消费价

格走势就能看出，2008 年至 2018 年期间，鞋类生产价格上涨了 15.2%，而零售价格

仅上涨了 11.2%。制鞋企业和制鞋行业的利润率下降，导致企业数字化投入和员工资

格认证可用资金减少。 

从材料构成看，上半年运动鞋出口从 2018 年的 2340 万双增加到 2560 万双。与

预期不同，今年上半年皮面凉鞋出口为 1210 万双，同比增长 23%。而皮面“便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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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下降了 2%。德国销售的一半鞋类产品来自中国，上半年从中国进口的鞋类产品增

加了 1600 万双，达到 1.974 亿双。 

上半年，德国进口皮面凉鞋 1,990 万双，较 2018 年上半年增长 20%，但进口皮

面“便鞋”下降 12.3%，至 6,350 万双。 

该协会常务董事曼弗雷德在柏林举行的艺廊鞋展开幕式上讲话中称，发生在美

中之间以及美欧之间贸易争端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德国鞋类制造商希望，

特朗普政府与欧盟委员会之间的会晤将是建设性的，并能达成一项有助于德国鞋类

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的协议。然而，制鞋企业对未来持谨慎乐观态度。 

据德国鞋业和皮革制品行业联邦协会 7 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制

鞋生产商的销售和订单增长良好，甚至令人满意。目前，德国制鞋业共吸纳 15500

名工人就业。 

（信息来源：中国皮革协会  编译：冉福林） 

 

南非鞋类产品出口增长 原料皮及皮革出口下降 

据南非税务局数据统计显示，按照当前汇率计算，2019 年上半年南非原料皮和

皮革出口额约为 1.15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16%，去年上半年南非原料

皮和皮革出口额为 1.37 亿美元。 

2019 年前 6 个月，鞋类及其产品出口额约为 4.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9.3%。2018

年同期鞋类产品出口额为 3.98 亿美元。 

（信息来源：中国皮革协会  编译：冉福林） 

 

2019 年上半年巴西鞋类出口美国呈上升趋势 

8 月中旬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鞋业资讯平台活动中共有 13 个巴西鞋类品牌商参

加此次活动，该活动是 Magic 国际鞋展的组成部分。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巴西鞋

业品牌商收到了下半年交货的 10 万双鞋子订单，与去年 8 月举办的国际鞋展相比，

巴西鞋业品牌获得的销售订单增长了 25%。 

巴西鞋业组织巴西制鞋协会对此表示，巴西鞋类产品在美国市场呈现出进一步

积极的增长迹象。2019 年上半年，巴西向美国出口了 700 多万双鞋类产品，出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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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增加至达 1.2 亿美元。与 2018 年上半年相比，出口成交量增长 33%，出口额增长

40%。 

（信息来源：中国皮革协会  编译：冉福林） 

 

阿联酋迪拜推出新的许可证类别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宣布推出新的许可证类别并降低注册费用。 

短期许可证适用于在 DIFC 进行短期运营的零售企业或其它非金融行业企业，注

册费 100 美元；有限许可证适用于在 DIFC 开发或测试创新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可享

受注册费优惠 100 美元；商业许可证适用于在 DIFC 自由区开展主营业务的区内外商

业企业，许可证费用在 100-2000 美元之间不等；双重许可证适用于在迪拜经济发展

局注册的非金融和非零售企业在 DIFC 经营管理的子公司，年费 1000 美元。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 

 

约旦服装业关税世界居首 

约旦纺织和成衣服装集团表示，约旦的服装和鞋类进口税收和关税“不仅在该地

区，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目前约旦对进口服装征收以下税费：海关费 20%，

销售税 16%，关税 5%，所得税 2%，杂项税 1.5%。除海关费为 30%外，鞋类适用上

述其他税率。行业贸易商在进口时除支付成本和 50-60%的费用外，还要承担运营费

用。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 

 

东盟：新版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正式启用 

20 日开始签发新版的东盟原产地证书 FORM E，同时，8 月 31 日前所有东盟国

家都支持旧版证书。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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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继续成为美国牛皮出口的增长点 

美国牛皮出口量和出口额继续下降，特别是对中国和意大利主要市场的出口进

一步下降。然而，出口越南增加，这给美国屠宰商和贸易商带来一些安慰。 

美国原皮和皮革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头 7 个月美国牛皮出口总量为

1380 万张，其中，盐湿皮出口量超过 1150 万张，其出口收入为 4.652 亿美元，蓝湿

皮近 230 万张，出口收入为 2.413 亿美元。 

2018 年同期，盐湿皮出口量为 1400 多万张，蓝湿皮近 290 万张，牛皮出口总量

达 1690 万张。这意味着 2019 年出口数量分别下降 18%、21%和 18.3%。 

按出口额计算，2018 年前 7 个月，盐湿皮出口约 7 亿美元，蓝湿皮约 2.9 亿美

元，出口总额为 9.89 亿美元。这意味着 2019 年的出口额分别下降了 33%、17%和

21.4%。 

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从美国购买的盐湿皮减少了 13%，蓝湿皮减少 30%，金

额分别减少了 37%和 27%。只有越南令美国原皮出口商感到安慰，进口美国盐湿皮

的数量增加了 115%，进口额增加 37%，蓝湿皮的数量增加了 12%，进口额增长 22%。 

（信息来源：中国皮革协会  编译：冉福林） 

 

中国-白罗斯海关 AEO 互认实施 

中国-白罗斯海关经认证经营者（AEO）互认 7 月 24 日实施，中白相互给予对

方的 AEO 企业优惠便利措施，包括减少单证审核、适用较低的查验率、对需检查的

货物给予优先查验、指定海关联络员负责即时沟通以解决 AEO 企业通关中遇到的问

题、实施快速通关包括在国际贸易中断并恢复后优先通关等 5 项便利措施。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2019 年 1-8 月鞋类（含鞋材）出口同比增长情况 

2019 年 1-8 月，我国共出口鞋类产品数量 303.5 万吨，金额 315.8 亿美元，同比

数量与 2018 年增长 0.9%，金额增长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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