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經貿高層會談瑞士展開
人民日報：不指望一兩次談判解決問題 中方對談判的複雜性有清醒認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凱雷 北

京報道）當地時間10日上午，中美經貿

高層會談在瑞士日內瓦開始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作

為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當天與美方牽頭人、美國財長貝森特舉行會談。當日，

人民日報刊登署名「鐘聲」的評論員文章《平等對話是解決大國間問題的正確之

道》。文章指出，在瑞士舉行的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備受國際社會矚目，中國對中

美經貿談判的態度清晰而堅定，談，是化解分歧的必要之舉，但

指望一兩次談判解決問題並不現實，中方對談判的複雜性有清醒

認知。美方想要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就要拿出談的誠意，糾正錯

誤做法，而不是說一套、做一套。中方始終對對話持開放態度，

也有足夠耐心和定力，以及奉陪到底的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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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經貿高層會談據報在瑞士日內瓦小鎮科洛尼的瑞士駐聯合國大使官邸舉行。 法新社

復旦大學教授沈逸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已經開始

舉行，需要強調的是這次中美在瑞士的對
話，是美方主動請求，中方認真評估，基於
理性負責任的考量，尤其是基於對全球期待
的善意回應，才決定去與美方接觸的。中方
對於美方新政府上台之後的各種政策，是有
全盤考量、系統模擬和整體性準備的。具體
來說，中方對於美方行為的動機，可能採取
的策略，以及中方相應的回應，有着遠超美
方想像的準備。中方不會被美方的措辭、信
息、話語誤導，美方也應該早點放棄幻想。
沈逸指出，這輪貿易摩擦是美方的關稅亂
拳導致。對於美方發起的摩擦，中方的應對
是系統、全面和完備的。到目前為止，美方
的舉動，無論是一開始的張牙舞爪，還是後
來的混淆視聽，中方都有穩定、全面、深刻
的認識。中方給出的回應是非常完整、系
統、一致且穩定的：美方必須拿出誠意，糾
正單方面關稅施壓的做法；沒有行動，反覆
發消息，反覆接觸，甚至說一套做一套，翻
雲覆雨，對中方來說，都不會產生效果。

誠意需用行動丈量
美須糾正錯誤做法

人民日報的文章指出，在全球經濟復甦乏
力的背景下，這場對話被視為化解貿易摩擦
的一個契機，各方期待中美通過建設性溝
通，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確定性。中國古話
講「聽其言而觀其行」，誠意需要用行動丈
量。美方想要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就要正視
單邊關稅措施給自身和世界帶來的嚴重負面
影響，正視國際經貿規則、公平正義和各界
理性聲音，拿出談的誠意，糾正錯誤做法，
而不是說一套、做一套，或翻手為雲覆手為
雨。中方始終對對話持開放態度，也有足夠
耐心和定力，以及奉陪到底的底氣。無論是
打還是談，中方維護自身發展利益的決心不
會改變，捍衛國際公平正義、維護國際經貿
秩序的立場和目標不會改變。
文章指出，一段時間以來，美方一系列違

規、無理的單邊關稅措施，嚴重衝擊中美經
貿關係，嚴重衝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嚴重擾亂國際經貿秩序和世界經濟增長前
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與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都預測，美國關稅
政策將嚴重拖累全球經濟，一些國家的經濟
增長迅速放緩，重新推高通貨膨脹，加重發
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美國企業和消費者也
切實感受到濫施關稅帶來的痛感，美國各界
人士要求政府取消非理性關稅措施的呼聲強
烈。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方從維護世界經
濟穩定、維護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大局出
發，充分考慮了全球期待、中方利益、美國
業界和消費者呼籲，同意與美方進行接觸，
體現了維護多邊貿易體系的大國擔當。

談判非單方面妥協
平等對話才是正道

文章強調，中方始終認為，對話比對抗
好，但談判絕非單方面妥協。平等對話是解
決大國間問題的正確之道，任何國家都不會
為了迎合或滿足其他國家不合理的要求而放
棄自身合理的發展利益。美方也十分清楚，
高額關稅不可持續，一再表示並不尋求與中
國「脫鈎」。在相互尊重、平等協商、互惠
互利的前提下，中美坐到談判桌前開展對
話，才有可能找到最大公約數。
文章指出，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堅定
不移推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是中國
「打談皆從容」的信心所在。超大規模市場
釋放的機遇暖流、制度型開放帶來的確定性
紅利、雨林式創新生態培育的持久動能、國
內國際雙循環互促共進的強大韌性……中國
抵禦風險能力顯著增強，任何外部衝擊都改
變不了中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
潛力大的基本面，也改變不了中國高質量發
展扎實推進的穩固態勢。無論外部環境如何
變化，中國自信開放的底色不變，願同國際
社會加強團結協調，共同抵制單邊保護主義
和霸權霸凌行徑，共同維護自由貿易和多邊
主義，推動建設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4月2日

特朗普政府宣布對包括
中國在內的主要貿易夥
伴加徵所謂「對等關
稅」，對中國商品加徵
34%關稅。

4月17日

特朗普第一次提到在和
中國討論關稅協議，一
直到25日曾連續4天基
本每天都會釋放一次中
美「正在聯繫」或者
「已經聯繫」的信息。

4月8日

美方提高所謂「對等關
稅」至84%，累計對華
加 徵 關 稅 已 飆 升 至
104%。

4月10日

美國將中國輸美商品關
稅提升至125%。疊加
此前關稅，累計關稅已
提升至145%，部分商
品高達245%。

新一輪貿易戰
美方表態 VS中方表態

4月4日

中方反制，對原產於美國的所有進口商品加徵
34%關稅。商務部、海關總署6箭齊發：將16家
美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對中重稀土相
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暫停6家美國企業產品輸
華資質、將11家美國企業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
對進口醫用CT球管發起產業競爭力調查、在世貿
組織起訴美「對等關稅」等。

4月30日

中方表示，中美雙方並沒有就關稅問題進行磋商
或談判。

5月7日

中方消息稱，應瑞士政府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將於5月9日至12日
訪問瑞士，其間，何立峰作為中美經貿中方牽
頭人，將與美方牽頭人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舉
行會談。

4月9日

●中方將美國進口商品關稅稅率同步提升至
84%，並將12家美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管控
名單，將護盾人工智能公司等6家美國實體列
入不可靠實體清單。

●中方發布《關於中美經貿關係若干問題的中方
立場》白皮書。

4月11日

中方宣布實施同等力度反制，對美輸華商品加徵
125%關稅，並稱如果美方後續對中國輸美商品
繼續加徵關稅，中方將不予理會。

5月10日

在瑞士談判前夕，特朗普
在社交網站發文表示，美
國財長貝森特決定對中國
徵收80%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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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商務部官方微信消息，當地時間5月9
日，瑞士聯邦主席凱勒-祖特爾、聯邦副主席帕姆蘭在日內
瓦會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何立峰向凱勒-祖特爾轉達中
國領導人的問候，並轉交李強總理親署信。
何立峰表示，中瑞建交75年來，在兩國領導人的戰略引
領下，兩國關係日益成熟穩定，經濟互補性持續增強，貿
易投資成果豐碩。當前國際形勢複雜嚴峻，中瑞應當加強
溝通、凝聚共識，攜手應對挑戰，共同維護自由貿易和開
放市場，同時盡快推動中瑞自貿協定升級談判取得實質性

進展，為實現全球和平穩定和經濟發展繁榮作出貢獻。
凱勒-祖特爾表示，近年來瑞中兩國高層交往密切。瑞方
願以瑞中建交75周年為契機，與中方共同辦好瑞中文化和
旅遊年，積極開展各層級交往，深化多領域務實合作，推
動瑞中關係邁上新台階。帕姆蘭表示，瑞方支持多邊主義
和自由貿易，願同中方加快推動自貿協定升級談判，盡快
達成更加全面、更具雄心的協定，使兩國企業和人民更多
獲益，同時深化各領域經貿合作，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
穩定。

「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對發展中國家影

響」對話會當地時間8日在瑞士日內瓦萬國

宮舉行，30多個發展中國家的代表重點就發展中國家團

結合作應對美國濫施關稅行徑展開討論。原本一個半小

時的會議延長了近一小時才結束，各方踴躍發言都指向

一個議題——美國濫施關稅嚴重影響發展中國家貿易與

經濟。

在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前夕，對話會上各方發言集中體

現了國際社會反對美方貿易霸凌的態度。

美削弱可持續發展議程
南非參會代表說，美方近期宣布的一系列關稅措施構

成貿易壁壘，不僅削弱可持續發展議程，也違背以規則

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精神與原則。

巴基斯坦代表說，全球性挑戰需要全球性應對，各國

除對話、外交與多邊合作之外別無他途。

更廣泛推動經濟一體化
新加坡代表說：「對新加坡而言，貿易就是我們的生

命線……事態發展促使新加坡認識到，必須加快與盡可

能廣泛的國家和地區一道，共同推動多邊主義，推動經

濟一體化，促進貿易、投資和技術的自由流動。」

日內瓦不僅是聯合國歐洲總部所在地，也是世界貿易

組織總部所在地。世貿組織以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便

利化為宗旨。中美雙方在「世貿之都」舉行會談，舉世

矚目。

世貿組織秘書處9日發表聲明說，該組織總幹事伊維拉

歡迎中美經貿高層會談。聲明指出，當前貿易摩擦「可

能導致全球實際國內生產總值長期下降近7%，對發展中

成員和最不發達國家的影響尤其嚴重」。

世貿組織在一份最新報告中說，如果所有經濟體都試

圖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來獲益，最終結果只會是各方

俱損——這恰恰凸顯了合作共贏貿易政策的必要性。

●新華社

瑞士聯邦主席會見何立峰：
願同中方加快自貿協定升級談判

逾30發展中國家代表聚萬國宮
倡合作應對美關稅霸凌

特稿

●「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對發展中國家影響」對話會當地時間
8日在瑞士日內瓦萬國宮舉行。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