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15日，中美簽署第一階段經貿
協議。中方克服疫情衝擊及經濟衰退等困難，
推動落實協議。美方多次發布聲明，肯定中方
落實協議成效。然而，美方持續加嚴出口管
制、加碼制裁中國企業，數次違反協議義務。

同時，美方還持續升級對華投資限制，炒
作人權、涉港、涉台、涉疆、疫情等議題，嚴
重衝擊雙邊關係和正常經貿活動，破壞協議執
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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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產權保護
•出台法律（如商業秘
密、藥品專利保護），
打擊網絡侵權，加強執
法，2024年查處67.5萬
件案件。

 禁止強制技術轉讓
•立法禁止（如《外商
投資法》），保護商
業秘密，開放市場。

 擴大農產品市場
•解除美牛肉、禽類等
限制，2020-2021年
進口增長。

 金融服務開放
•允許美資獨資（如摩
根大通、高盛），取
消持股限制。

 人民幣匯率穩定
•市場化浮動，不操縱
貶值，2024年交易量
41.14萬億美元。

 擴大貿易規模
•2020-2021年自美進口
增10.1%、31.9%，能
源進口翻倍。

 與美方溝通
• 2020-2021年多次高
層、季度、月度會議
推進協議。

 技術轉讓承
諾未落實
•強制TikTok剝
離，限制對華
投資（如半導
體、AI）。

 農產品貿易
承諾未完全履行
•未認可山東無
疫區，未磋商
農藥技術，加
徵 水 產 品 關
稅。

 金融與匯率
承諾未遵守
•限制中資在美
展業，將匯率
低估納入反補
貼調查。

 未便利中方
採購
•升級芯片出口
管制，限制棉
製 品 進 口 ，
2022年半導體
進口降23%。

美方惡意毁諾中方重信守諾

中
國
fb

大公報記者 朱燁、凱雷北京報道

中國發布白皮書：中美經貿關係本質是互利共贏

責任編輯：嚴允通 美術編輯：賴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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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至9日，中央周邊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李強、趙樂際、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韓正出席會議。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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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聚焦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
中央周邊工作會議舉行 強調加強產供鏈合作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強、趙樂際、
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國家
副主席韓正出席會議。

習近平在重要講話中系統總結新
時代以來我國周邊工作的成就和經
驗，科學分析形勢，明確了今後一個
時期周邊工作的目標任務和思路舉
措，強調要聚焦構建周邊命運共同
體，努力開創周邊工作新局面。李強
在主持會議時強調，要認真貫徹習近平
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扎扎實實抓好
周邊工作各項任務落實。

要以全球視野審視周邊
會議指出，我國幅員遼闊、邊界

線長，周邊是實現發展繁榮的重要基
礎、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運籌外交
全局的首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關鍵。要以全球視野審視周邊，
增強做好周邊工作的責任感使命感。

會議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在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
導下，我們提出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
念，倡導推動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
以元首外交為引領，同周邊國家深化

全方位合作、加強各領域交流、共同
維護和平穩定，形成務實高效的周邊
工作框架，推動周邊工作取得歷史性
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對於在實踐
中探索形成的經驗，要堅持好、運用
好。

會議指出，當前我國同周邊關係
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時期，同時也進
入周邊格局和世界變局深度聯動的重
要階段。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緊緊圍繞
黨和國家中心任務，統籌國內國際兩
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高舉人
類命運共同體旗幟，以建設和平、安
寧、繁榮、美麗、友好 「五大家園」
為共同願景，以睦鄰、安鄰、富鄰、
親誠惠容、命運與共為理念方針，以
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亞洲價值
觀為基本遵循，以高質量共建 「一帶
一路」 為主要平台，以安危與共、求
同存異、對話協商的亞洲安全模式為
戰略支撐，攜手周邊國家共創美好未
來。

構建高水平互聯互通網絡
會議強調，構建周邊命運共同

體，要與周邊國家鞏固戰略互信，
支持地區國家走穩自身發展道路，
妥善管控矛盾分歧；深化發展融
合，構建高水平互聯互通網絡，加
強產業鏈供應鏈合作；共同維護地
區穩定，開展安全和執法合作，應
對各類風險挑戰；擴大交往交流，
便利人員往來。

會議指出，做好周邊工作，要加
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加強各方面
協調配合。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完善
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加強能力和隊伍
建設，推進周邊工作理論和實踐創
新。

王毅作總結講話。
黨和國家有關領導同志，有關方

面負責同志參加會議。

與周邊國家鞏固戰略互信

經營好周邊 助化解美關稅霸凌
中央周邊工作會議4月8日

至9日在北京舉行，提出要以全
球視野審視周邊，增強做好周
邊工作的責任感使命感。上海

環太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兼學術委員
會主任劉強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直言，
「在美國悍然發動關稅戰的背景下，周邊國
家和地區有望成為中國化解美國關稅霸凌和
尋找經濟新增長點的地緣依託。」

「通過加強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可
以為中國企業創造更多的市場機會，緩解關
稅戰帶來的壓力。」 劉強談到，RCEP（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生效後，中國與
周邊經濟體形成深度綁定。在推進共建 「一

帶一路」 方面，中巴經濟走廊、中老鐵路、
瓜達爾港等項目成功與否，也高度依賴當地
的政局穩定。而南海、馬六甲海峽則是中國
能源進口（80%原油經南海運輸）和貿易出
口的 「生命線」 ，這些方面都有賴於中國如
何經營好周邊。 「中國在維護貿易秩序和區
域穩定方面發力，也將提升自身在國際舞台
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劉強指出，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影響
下，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呈現複雜化、多維度
挑戰與機遇並存的特點， 「只有將周邊經營
好，我們才有更加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才
能更加心無旁騖的謀發展，並為世界和平發
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大公報記者郭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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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周邊工作會議4月8日至9日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
在重要講話中系統總結新時代以來我國周邊工作的成就和經驗，
科學分析形勢，明確了今後一個時期周邊工作的目標任務和思路
舉措，強調要聚焦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努力開創周邊工作新局
面。

會議強調，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要與周邊國家鞏固戰略互
信，支持地區國家走穩自身發展道路，妥善管控矛盾分歧；深化發
展融合，構建高水平互聯互通網絡，加強產業鏈供應鏈合作；共同
維護地區穩定，開展安全和執法合作，應對各類風險挑戰；擴大交
往交流，便利人員往來。

貿易戰沒有贏家 對話合作是出路
陷入關稅戰魔怔執

念的特朗普，沒有等到
中國的求饒電話，等來

的是中國奉陪到底、對等反制的組合拳，等來的
是正本清源、闡明真相的《關於中美經貿關係若
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等來的是中國部署
攜手周邊國家應對變局的中央周邊工作會議，等
來的是來自加拿大、歐盟等一連串的 「反攻」 ，
等來的是包括馬斯克在內的 「鐵粉」 「金主」
「智囊」 們的反對、批評聲浪，而美國民眾更是

將嘲諷特朗普變成了一場集體行為藝術。
商業是信心的遊戲，市場是預期的晴雨表。

美國股市連日暴跌，道指高位狂瀉，科技股七巨頭
市值蒸發逾5萬億美元，包括8日白宮宣布對華再徵
50%關稅後，道指、納指被 「嚇」 得一路走低，由
正變負，為了特朗普的 「任性」 支付了昂貴代價。
而在中國，從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總局，到中央匯
金、社保基金，從各大央企、地方國資，到保險機
構、商業銀行，密集釋放政策紅利，真金白銀增
持、回購，迅速緩釋市場焦慮恐慌，托舉A股、港
股持續上揚。眾叛親離與眾志成城的鮮明反差，其

底層邏輯正是 「中國之治」 與 「美國之亂」 的競逐比拼。特
朗普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瘋狂冒險，違背市場規律，大開
歷史倒車，勢必引發物價上漲、成本高企、就業流失、供應
鏈危機等一系列問題，在損人不利己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陷
入空前孤立。而面對挑釁，中國沒有畏懼退縮，第一時間運
籌部署，有章有法，有條不紊，通過關稅、金融、外交等多
渠道共同發力，頂住了極限施壓，保持了基本面穩健，展現
出強大的動員力、凝聚力、執行力。

中央周邊工作會議召開，進一步強化與周邊國家的共
同安全和共贏發展，為 「近交遠攻」 反擊遏制打壓，提供
堅實的戰略依託和支撐。中國與歐盟加強高層接觸，共同
維護公平自由的多邊貿易體制。世界看到的是：美國瘋狂
挖溝、築牆，中國則全力鋪路、架橋。在全球化與逆全球
化的博弈中，中國堅決做秩序的建設者、規則的維護者。

特朗普高估了自己的 「任性」 威力，低估了中國的
「韌性」 實力和定力。經受多輪關稅戰的洗禮，中國從戰

略層面的頂層設計，到戰術層面的具體部署，都錘煉得愈
加穩健成熟。美國的 「眾叛親離」 是其戰略偏差和政策失
誤的必然結果，而中國的 「眾志成城」 則是制度優勢和人
民力量的集中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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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關
於中美經貿關係
若干問題的中方
立場》白皮書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9日發布
《關於中美經貿關係若干問題的中方立
場》白皮書，澄清中美經貿關係事實，
闡明中方對相關問題的政策立場。

白皮書表示，中方始終認為，中美
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貿易戰沒
有贏家，保護主義沒有出路。中美可以
通過平等對話、互利合作解決經貿分
歧。希望美方與中方相向而行，按照兩
國元首通話指明的方向，本着相互尊
重、和平共處、合作共
贏原則，通過平等對話
磋商解決各自關切，共
同推動中美經貿關係健
康、穩定、可持續發
展。

白皮書指出，美方近期先後發布 「美國
第一」 貿易、投資政策備忘錄和 「美國第
一」 貿易政策報告執行摘要，對中國產品全
面加徵額外關稅，包括以芬太尼等問題為由
對中國加徵關稅、徵收 「對等關稅」 並進一
步加徵50%關稅，還針對中國海事、物流和
造船業提出徵收港口費等301調查限制措施。
這些以關稅等為威脅、要挾的限制措施是錯
上加錯，再次暴露了美方典型的單邊主義、
霸凌主義本質，既違背市場經濟規律，更與
多邊主義背道而馳，將對中美經貿關係產生
嚴重影響。中方已根據國際法基本原則和法
律法規，採取必要反制措施。

白皮書稱，中美可以通過平等對話、互
利合作解決經貿分歧。中方始終認為，中美
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作為發展階
段、經濟制度不同的兩個大國，中美雙方在
經貿合作中出現分歧和摩擦是正常的，關鍵
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通過對話
協商找到妥善解決問題的辦法。

對於美方認為巨額貿易逆差讓美國 「吃
虧」 。商務部有關負責人就白皮書答記者問
時表示，中美貨物貿易差額既是美國經濟結
構性問題的必然結果，也是由兩國比較優勢
和國際分工格局決定的。中國並不刻意追求
順差，事實上，中國經常賬戶順差與國內生

產總值之比已從2007年的9.9%降至2024年
的2.2%。

同時，客觀認識和評價中美雙邊貿易是
否平衡，不能只看貨物貿易差額。負責人表
示，美國在服務貿易方面佔有顯著優勢。美
國是中國服務貿易最大逆差來源地，逆差規
模總體呈現擴大趨勢，2023年為265.7億美
元，佔美國服務貿易順差總額的9.5%左右。
綜合考慮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本國企業在
對方國家分支機構的本地銷售額三項因素，
中美雙方經貿往來獲益大致平衡。

商務部研究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研究員
白明在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中美經貿白
皮書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往往是在中美貿易
出現矛盾時，充斥各種雜音的時刻。中方此
次發布白皮書，就是表明我們的態度，以正
視聽。面對着各種困難挑戰，中方的主張很
明確，是通過磋商共同尋找到解決方案，而
不是一方向另一方施壓。

北京觀察
馬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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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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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駁美「吃虧」謬論：
中國服貿最大逆差源自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