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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對外貨物貿易增速逐
步回升，服務貿易保持快
速增長

•2023年，亞洲在全球中間
品貿易的佔比為41.17%，
遠超歐盟的25.5%和北美的
15.12%

•2023年，全球中間品貿易
對中國的依存度為16%，
超過北美的15%

若干年前，中國的外交官們曾不止一次被告知， 「自由貿易多好，降低關
稅、開放市場是多麼美好。」 然而，時過境遷，當年大力宣揚這一觀念的人，
如今 「出爾反爾」 ，與經濟全球化背道而馳。近日，美國再舉 「關稅大棒」 ，
提出將對所有進口汽車徵收25%的關稅。種種現象表明，美國新一屆政府的對
外政策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色彩更趨突出，這將對中國經濟增長、亞太地區產
業鏈重塑帶來哪些影響？區域一體化合作機制在促進經濟和貿易增長方面又可
以發揮怎樣的作用？

在博鰲亞洲論壇2025年年會期間，多位中外嘉賓針對以上議題發表看法，
指出美國面臨的諸多問題是自身產業空心化、經濟金融化造成的，特朗普政府
甩鍋，打貿易戰、關稅戰的做法損人不利己。中國在綠色能源、高科技等領域
優勢突出，亞太地區各國應攜手中國共享發展機遇，持續踐行多邊主義，維護
世界和平穩定，以互利共贏的多邊合作證明 「開放市場依然美好」 。

大公報記者 李紫妍、黃寶儀、何玫博鰲報道

責任編輯：胡佳希 美術編輯：馮自培

攜手中國共享機遇
權威專家雲集博鰲：反對貿戰 合作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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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啟示錄❶【信任與合作】

亞洲未來充滿希望

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全球性挑戰層出不窮。世界經濟復甦之路仍有
不少 「攔路虎」 ，國家間貿易壁壘增加、地緣政治和政策不確定性等因素交
織。應對變局，要有識變之智、應變之方、求變之勇。一年一度的博鰲亞洲論
壇再度啟幕，全球政商學界共聚於此，圍繞全球治理、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
化、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等一系列焦點、熱點問題，
提出一項項真知灼見的 「博鰲方案」 ，匯聚起合作共贏的偉力，共創亞洲和世
界的美好未來。

大公報今起推出《博鰲啟示錄》系列專題，從權威學者視角，洞察世界變
局、回應時代關切。

從特朗普1.0政
府，到拜登政府，再到
特朗普2.0政府，美國
一直在打貿易戰。習近
平主席指出，中美之間
應相互尊重、和平共
處、合作共贏，對抗衝
突不應該是我們的選
擇。

這八年來，中國政府得出的結
論就是，要更深入地把產業鏈和供應
鏈扎根於世界主要區域市場。東盟已
經連續4年保持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地位，中國連續10年是
東盟最大的貿易夥伴。
2024年，中國和東盟
的貿易額達到9800多
億美元，中國和歐盟的
貿易額達到了7800多
億美元，中國和 「一帶
一路」 國家的貿易額達

到了3萬億美元，中國的出口市場已
經多元化，美國人應該看到這點。

特朗普政府應該好好考慮這個
問題，不要甩鍋，不要打貿易戰、關
稅戰，這是損人不利己的。

把產業鏈供應鏈扎根世界市場
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原駐美國大使、博鰲亞洲論壇原秘書長 周文重

議題一：

如何應對貿易霸凌？

開放市場依然美好

編
者
按
：

我們生活在一個地球村中，儘管特朗普推
出單邊主義，退出聯合國的一些機構，但多邊
主義仍然是主要趨勢，它像初升的朝陽一樣正
在冉冉升起。

多邊主義聚眾力抗打壓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特聘院士、
新加坡前常駐聯合國代表 馬凱碩

以創新打破「小院高牆」
美國前商務部部長 古鐵雷斯

美國政策的主要工具就是制裁，但實施制
裁能造成什麼樣的結果？美國十年前就提出要
制裁中國，特別是在高科技芯片領域施加制
裁，結果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科技大
國，美國的制裁反而產生了意料之外的結果。

跳出框框 堅定立場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兼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 傑弗里．薩克斯
特朗普的貿易政策純屬是其無

能的體現，政策的出台基於頗多的錯
誤認知。一個國家的貿易赤字大，意
味着其支出大於自己的生產量，而與
貿易無關。關稅戰並不能解決財政赤

字問題，這是特朗普的一個幻覺。他
以為美國市場的威脅如此巨大，使得
他有能力想威脅誰就威脅誰；以為只
要打貿易戰和關稅戰，他就能重繪世
界地緣政治地圖，這是非常荒謬的。

▲亞洲對外貨物貿易增速逐步回升，世界
有理由對亞洲未來充滿希望。圖為HMM
GDANSK貨櫃船靠泊香港葵青7號貨櫃碼
頭，其航線連接中國、亞洲及歐洲多個重
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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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說，亞洲要簽訂更
多的自由貿易協議，並尋找能夠替代美國
提供貨物服務、金融服務和科技的提供
者。

商簽更多自由貿易協議
《經濟學人》國際執行主編

帕特里克．福利斯

相互尊重是解決問題之道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兼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 傑弗里．薩克斯

中國的發展對中國有好處，對美國
有好處，對世界有好處。如果美國把中
國視為一個巨大的威脅，那將是 「一個
很大的錯誤」 。美國處理對華關係的第
一步應是停止單邊主義行動，以一種相
互尊重的方式，同中國一起找到解決問
題的方案。

議題二：

如何在變局中開新局？
與華合作消弭碎片化風險

聯合國副秘書長 蓋·萊德
全球供應鏈正在面臨碎片化的風

險。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中的一員，
正通過自身努力加強合作共贏，不斷
提升自身國際競爭力，持續推動全球
供應鏈向更穩定、更協同的方向發
展。

從中美「共同點」思考問題
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前駐美大使 崔天凱

不論美國哪一個黨在執政，誰當總統，中
國對美國的基本原則都是相互尊重、和平共
處、合作共贏。我們一直希望有一個穩定、健
康、可持續的中美關係，這沒有變化。如果美
國能跟我們相向而行，我相信兩國是可以找到
很多共同點的。特朗普剛剛上任不到三個月，
還有三年多的時間，希望他能真正與我們相向
而行。

以中國創新推動各國發展
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朴之水

中國在全球創新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推動更多亞洲地區國家更快
利用新技術、新能源，有效降低發展成本，支持經濟快速增長。中國政府在
創新產業融資等方面也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推動科研和工業生產能力不斷
提升，創建了卓越的創新生態體系。

議題三：

如何強化亞太合作？
協商解決分歧

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前駐美大使 崔天凱
在經濟快速發展的當下，如何解決社會公平問題，如何保持

文化特性，如何維護自然環境；在經濟結構大調整的當下，如何
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這些是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亞太地區在
這些方面做得很好，也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包括相互尊重、強調
共同利益、用和平方式解決可能的分歧等，要繼續保持。

在世界大變局下，不論別的國家政策如何調整，亞太地區的
國家要守住初心，保持傳統，發揚優勢，無懼外部風高浪急，亞
太地區才能有光明的前景。

亞洲國家應該無視美國，但亞洲國家絕不能故步自封，因為我們
也有實實在在的挑戰需要面對。亞洲人必須有辦法處理關係中的這些困
難，迎接各自內部的挑戰。

共迎挑戰 避免故步自封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特聘院士、新加坡前常駐聯合國代表 馬凱碩

不要指望打開美國市場或是依賴美國市場，外面還
有更廣闊的世界。全世界都需要綠色、數字技術，而中
國在所有技術上都是領先的，包括可再生能源，太陽
能、風能、水力、核電、電池、電動車、氫能等，這些
正是全世界都需要的。中國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贏家。

聯合國有193個會員國，其中190個都謀求多邊主
義，而中國可以確保多邊主義得到保護。

聚力綠色經濟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兼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

傑弗里．薩克斯

科創
投入資料來源：《亞洲經濟前景及

一體化進程2025年度報告》
《應對氣候變化：亞洲推進
綠色發展2025年度報告》

•亞洲研發的投入強度和專
利申請量遠超其他地區，
日益成為全球科技創新的
主角

吸納
外資

•全球外資對亞洲經濟體的
依賴程度在波動中上升，
近年來達60%左右

•中國和東盟仍是對外資最
具吸引力的亞洲經濟體

經濟
增速

•2025年亞洲經濟增速預計
將增至4.5%

•按購買力平價測算，亞洲
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將
增至48.6%

•中國、印度、越南等亞洲
經濟體仍將保持5%以上的
較高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