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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近日對學校思政課建設作出重要
指示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始
終堅持把學校思政課建設放在教育工作
的重要位置，黨對思政課建設的領導全
面加強，各級各類學校社會主義辦學方
向更加鮮明，思政課教師樂教善教、潛
心育人的信心底氣更足，廣大青少年學
生 「四個自信」 明顯增強、精神面貌奮
發昂揚，思政課發展環境和整體生態發
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

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力量根基
習近平強調，新時代新征程上，思

政課建設面臨新形勢新任務，必須有新
氣象新作為。要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教
育方針，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堅持
思政課建設與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同步推
進，構建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為核心內容的課程教材體系，深入推
進大中小學思想政治教育一體化建設。
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以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的舉世矚目成就為
內容支撐，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
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力量根基，
把道理講深講透講活，守正創新推動思
政課建設內涵式發展，不斷提高思政課
的針對性和吸引力。要着力建設一支政
治強、情懷深、思維新、視野廣、自律
嚴、人格正的思政課教師隊伍。

習近平強調，各級黨委（黨組）要
把思政課建設擺上重要議程，各級各類

學校要自覺擔起主體責任，不斷開創新
時代思政教育新局面，努力培養更多讓
黨放心、愛國奉獻、擔當民族復興重任
的時代新人。

新時代學校思政課建設推進會5月11
日在京召開。會上傳達了習近平重要指
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
理丁薛祥出席會議並講話。

丁薛祥在講話中指出，要深入學習
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牢牢
把握教育的政治屬性、戰略屬性、民生
屬性，把思政課建設作為黨領導教育工
作的重中之重，以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
為引領，立足新時代偉大實踐，不斷推
動思政課改革創新，確保黨的事業和社
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後繼有人。

丁薛祥強調，要緊扣新時代新征程

教育使命，堅持思政課建設與黨的創新
理論武裝同步推進，不斷開創新時代思
政教育新局面。加快構建以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核心內容的
課程教材體系，推動黨的創新理論最新
成果入腦入心。充分發揮新時代偉大成
就的教育激勵作用，豐富思政課教學內
容，講好新時代故事，引導學生感悟黨
的創新理論的實踐偉力。以 「大思政
課」 拓展全面育人新格局，把思政小課
堂和社會大課堂結合起來，推動學生更
好了解國情民情，堅定理想信念。遵循
教育規律，深入推進大中小學思想政治
教育一體化建設，循序漸進、螺旋上升
設計課程目標，貼近學生思想、學習和
生活實際，讓學生愛聽愛學、聽懂學
會。加強思政課教師隊伍建設，健全突

出教學優先的評價體系，完善教師地位
和待遇保障機制。各地各部門要扛起政
治責任，狠抓工作落實，推動形成思政
課建設的強大合力。

中央網信辦、國家文物局、北京
市、福建省、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
學、東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長沙市育
英小學有關同志作交流發言。

李干傑、李書磊出席會議。
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各省

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央和國家
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優秀思政課教
師代表等參加會議。

會前，丁薛祥到北京科技大學和北
京市第一五九中學調研，了解思政課線
上線下集體備課情況，聽取思政課現場
教學，與教師和學生交流。

大公報記者 宋偉大連報道

首屆全球貿易觀察論壇11日在遼寧大連舉行，現場發布的《全球
貿易觀察（2024）》報告顯示，2023年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全

球貨物貿易規模23.5萬億美元，較上年同期下降6.2%，未能延續增
長態勢。但與此同時，中國以14.2%的出口國際市場份額佔比，連續
7年保持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顯示出較強的發展韌性。特別是在
新能源汽車領域，中國在全球電動汽車產業鏈各環節均佔據核心地
位，主導 「三電」 出口市場，彰顯 「中國智造」 力量。不過，受訪專
家對大公報表示，車載芯片仍是一大短板，應盡早突破，早日實現自
主可控。

《全球貿易觀察（2024）》由中
國海關總署全球貿易監測分析中心
（大連）共建單位翰聞資訊編寫。報
告數據顯示，在電動汽車產業鏈上游
的關鍵礦物提取和精煉環節，中國進
口了全球超67%的鋰礦（鹽）、超
50%的鈷礦。

全球鋰電池出口 中國佔半
相比上游環節，電動汽車中游涉

及的產業鏈業態更為多樣，主要是電
池、電機、電控 「三電系統」 為核心
的零部件生產製造。數據顯示，2023
年全球鋰電池進出口總值2451.7億美
元，同比增長27.5%。其中，德國以
219.8億美元進口額穩居各國之首，同
比增長56.9%；美國以187.5億美元位
列第二，同比增長36.4%。與此同
時，中國鋰電池出口額以649.8億美元
位列全球第一，同比增長27.8%，佔
全球鋰電池出口額總值的51.1%。

除鋰電池外，電機的選擇與車輛
的性能、續航里程和駕駛體驗密切相
關，對電動汽車的發展同樣至關重
要。從電機進口額來看，美國去年以
14.7億美元排名第一，佔全球電機進
口的26.5%；德國以4億美元位列第
二，同比增長14.2%。而中國依舊是
全球第一大電機出口國，為全球貢獻
了價值7.4億美元的電機產品。

而扮演電動汽車 「大腦」 角色的
電控系統方面，中國中車和比亞迪等
企業在國產化進程中取得了重要進
展，近來年已經擺脫關鍵零部件依賴
進口的局面，加速了電動汽車產業鏈
完善。去年，全球電控進出口總值
1676.3億美元，同比增長12.4%。美
國依然是第一大電控系統進口國，其
後分別為德國、中國。得益於電控系

統國產化提速，中國電控系統進口額
已同比下降6.3%。在出口方面，德
國、中國、美國分列電控系統出口額
前三位。

在電動汽車出口方面，按數量統
計，中國去年以177.3萬輛的出口規模
成為電動汽車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同
比增長高達67.1%。即使按貨值統
計，中國也以418億美元僅次於德國，
位居全球第二位。

專家籲注重海外市場售後服務
報告發布人、瀚聞資訊首席研究

員莊天宇表示，儘管中國電動汽車整
車對美出口份額較低，但通過中游的
電池材料和組件對美出口，以及對美
國 「友邦」 的出口等，實際上間接滿
足了美國消費者對中國電動汽車的需
求。 「中國新能源汽車以其優秀產品
品質獲得海外市場青睞，售價相對其
他國家汽車處於中高端，未出現低價
傾銷的現象，所謂的 『產能過剩』 是
美國畏懼產品競爭，實行貿易保護主
義的藉口。」

中國美國經濟學會理事、東北財
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副教授牟
逸飛對大公報表示，中國電動汽車
產業鏈相關企業應盡快補齊產業短
板。 「例如車載芯片仍是一大短板，
容易受到他國出口管控的限制，因此
要盡快向上突破，盡早實現自主可
控。」

牟逸飛強調，因電動汽車海外銷
售可能面對貿易規制、產品故障等法
律問題，故而企業要提前做好跨國法
務工作。此外，因電動汽車的維修與
傳統燃油車明顯不同，車企在海外拓
展銷售市場的同時，更要注重售後維
護維修服務。

電動汽車產業鏈 中國主導三電
業界：車載芯片仍存短板 應盡早突破實現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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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全球貿易觀察（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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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培養擔當民族復興重任的時代新人
對學校思政課建設作出重要指示 強調深入推進一體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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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報道稱，
有知情人士指出，

預計美國政府最快14日公布中國貨物關
稅決定時，會將中國電動汽車的
關稅稅率增加四倍至100%。商
務部研究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研究員白明（圓圖）在接受大
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面對中
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崛起，美方一
些政客罔顧事實，炮製所謂 「中國產能
過剩論」 是典型的 「雙標」 。

「國際貿易中的產能本身就是一種
比較優勢，各國都是把自己的長項商品
賣給別人。像美國把芯片、汽車賣給其

他國家，是不是也可以視作產能過
剩？」 白明指出，美方藉口中國
補貼，因此加徵高額關稅更是
毫無理由。 「作為綠色發展領
域的新能源汽車，歐盟也在實施

補貼支持，甚至要求2035年前停
止銷售燃油車，美國也有同樣需求。事
實上，中國出口電動汽車更有利於幫助

歐美實現節能減排。」
之所以美方炮製出 「產能過剩

論」 ，白明直指是因為貿易保護主義以
及美政客試圖在大選年通過打壓詆毀中
國贏得選票。

白明認為，全球電動汽車市場發展
空間巨大，即使不進入美國市場，在未
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電動汽車產
業也將佔據絕對優勢。同時，中國車企
並非簡單出口，而是已經在歐洲各國建
廠，實現互利共贏。大公報記者宋偉

8日晚間，遼
寧瀋陽華晨寶馬大

東工廠總裝線上，一輛磨砂純灰色創新
純電動BMW i5汽車緩緩駛出，寶藍色

的電子屏幕上， 「600萬輛」 字樣閃
爍，現場掌聲雷動。

在德國寶馬集團進入中國市場的第
30個年頭，華晨寶馬汽車有限公司迎來
第600萬輛整車下線。不久前，寶馬集
團剛宣布追加200億元（人民幣，下
同）投資用於升級其在瀋陽的生產基
地。 「中國今日之動向，將決定未來世
界之方向。」 寶馬集團董事長齊普策說。

大眾汽車集團在華設立德國總部以
外最大研發中心，聚焦智能網聯汽車研
發；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成為特斯拉在
全球主要的出口中心，2023年在其全球

產能中佔比過半……最近一段時間，諸
多在華外資車企不斷加碼中國，共享更
多中國機遇。

在吉林長春，計劃投資額超過300
億元的奧迪一汽新能源汽車項目正加緊
建設，預計2024年底投產，年產能超過
15萬輛。

「全新的200億元人民幣投資計
劃，進一步凸顯了中國在寶馬集團邁向
智能網聯汽車道路中的核心地位，不僅
彰顯了過去30年我們在華的成功發展，
也表達了我們對未來的堅定信心。」 齊
普策說。 新華社

寶馬追加200億投資 升級瀋陽生產基地
看好中國

美炮製產能過剩論加關稅 典型雙標
專家之見

資料來源：《全球貿易觀察（2024）》

二○

二
三
年
全
球
鋰
電
池
出
口
額
十
大

億美元 同比%

▼

5
月
11
日
發
布
的
《
全
球
貿
易
觀
察
（20 2 4

）
》
報
告
顯
示
，
中
國
的
電

池
、
電
機
、
電
控
主
導
全
球
﹁三
電
﹂
出
口
市
場
。
圖
為
在
今
年
4
月
舉
辦

的
北
京
國
際
汽
車
展
覽
會
上
，
觀
眾
參
觀
寧
德
時
代
展
位
。

中
新
社

▲日前，華晨寶馬在瀋陽大東工廠總裝
線舉行第600萬輛整車下線儀式。新華社

▲4月25日，小米電動車SU7亮相北京國際汽車展覽會。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