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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
对华301调查征税产品建议清单，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4日表示，妄图通过
施压或恫吓使中国屈服，过去没有成
功过，今天也不会。

关于美方措施对中方将会造成
多大影响、中方能否承受的提问，耿
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贸易战没有
赢家，发起者最终都将损人害己。美
方的措施首先伤及的是美方自身利
益。中方注意到，美国工商界、普通
消费者、媒体、智库都对美方的作法
和由此将产生的严重后果表示担
忧。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也都对美
方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
表达关切和反对。我们希望美方倾
听这些理性、务实的声音，早日摒弃
错误做法，回到对话协商、合作共赢
的正确轨道上来。

“至于你问到美方措施对中方
造成的影响问题，我可以告诉你，
当然有影响，但我们可以承受。”耿
爽说。

他说，回首中国改革开放40年
来的风雨历程，我们经历了诸多挑战
和困难、干扰和打压，但正是在化解、
克服、应对的过程中，我们的实力不
断增强，自信不断增加。妄图通过施
压或恫吓使中国屈服，过去没有成功

过，今天也不会。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对华

301调查征税产品建议清单主要是
针对从“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受益
的领域。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耿爽表示，“中国制造 2025”旨
在推动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
业强国。我们的目标和举措都明明
白白写在纸面上，是公开透明的。
中方希望加强自身的制造能力，这
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其他一些
国家也有类似的想法和做法，比如
德国就制定了工业4.0战略。在这
方面，世界各国完全可以开展竞
争。只要竞争是公平、良性的，就能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最终受益的是
世界各国人民。

耿爽说，美国拥有世界领先的科
技力量和制造能力，应该对自己更有
信心，堂堂正正地与各方开展竞争，
而没有必要采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的措施，对其他国家的努力进行打压
和干扰。

他说，中国有一句话，叫压力产
生动力。我相信，当前形势下，中国
人民的智慧和干劲会被进一步激
发，“中国制造2025”会走得更快、走
得更好。

据新华社电

美国政府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

事实依据，于 3 日公布对华“301 调

查”征税产品建议清单，涉及每年从

中国进口的价值约 500 亿美元商

品。美方此举是居高临下的单方胁

迫，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

义做法，既不能缩减美国现有的贸易

逆差，也不符合解决贸易摩擦的国际

规则。美方倘若如此一条路走到黑，

终将落得利义尽失。

首先，美方此举罔顾 40 年来中

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罔顾两

国业界的呼声和消费者的利益，不利

于美国国家利益，不利于中国国家利

益，也不利于全球经济利益。

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经过数

十年发展，双方经贸利益相互交织。

中国对美存在较大贸易顺差，原因是

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讲，是两国经济

结构、产业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分工

不同造成的，同时也受到现行贸易统

计规则、美方对华高技术出口长期管

制等多重因素影响。

如果无视这些复杂而深刻的现

实，仅盯着几个统计数字，甚至认为

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就可以把贸

易伙伴的顺差“砸”下去，那无异于缘

木求鱼，不可能达到目的。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生产要

素跨境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通过关

税这样的贸易保护工具，不但不能改

善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还将损害美

国消费者、零售商和相关下游产业的

利益，损害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

拖全球复苏的后腿。

这也是为何从美国农牧业主到

制造业协会，从商会到科技企业，均

在第一时间集体发声，反对特朗普政

府的这一保护主义行为。国际有识

之士也纷纷表态，强烈批评美国贸易

保护主义行径。

其次，美方做法严重违反了世贸

组织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特朗普政

府根据“301调查”这样的美国国内法

律，大规模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

税，用单边“霸凌”政策破坏以规则为

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301调查”是诞生于冷战时代的

单边主义法律工具，它让美国同时身

兼“警察”“检察官”“陪审团”“法官”

“执法官”等多重角色，其实质是利用

优势贸易地位，强迫贸易伙伴作出利

益牺牲。

因此，“301调查”在国际贸易历

史上恶名昭彰。在1995年世贸组织

成立后，这类单边主义贸易工具已基

本退出历史舞台。如今，特朗普政府

强行复活“僵尸”贸易工具，推行“霸

凌”政策，无异于将国际贸易“丛林

化”。

搞贸易胁迫利义尽失，是死路一

条。面对特朗普政府的霸道行为，中

方已表明立场，将坚决捍卫自身合法

权益，在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的同时，也将依法对美产品采取同等

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

中方对等措施是遏制美国贸易

保护主义的必要之举、正义之举。面

对美国的贸易战威胁，中方“不想打”

但也“不怕打”，绝不会坐视自身合法

权益受到损害。

奉劝美国政府保持理性，着眼长

远，不要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错

误道路上一意孤行，越走越远，对世

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据新华社电

美宣布加征关税 中方坚决反对
美国时间2018年4月3日，美国

政府依据301调查单方认定结果，宣
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
25%的关税，涉及约500亿美元中国
对美出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这
一措施明显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相
关规则，严重侵犯中方根据世界贸易
组织规则享有的合法权益，威胁中方
经济利益和安全，中方坚决反对。对
于美国违反国际义务对中国造成的
紧急情况，为捍卫中方自身合法权
益，中国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外贸易法》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
本原则，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
产品、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
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税率为
25%，涉及2017年中国自美国进口金
额约500亿美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已
经于4日就美国对华301调查项下
征税建议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下提起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世贸组织
争端解决程序。

朱光耀谈对大豆征税原因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4日在国

新办吹风会上说，选择大豆作为这次
反制的一个选项，是因为中国种植大
豆的农民向相关协会提出了诉求，称
美国政府方面的补贴已经影响到了
中国种植大豆农民的利益。

朱光耀表示，美国大豆对中国的出
口占美国全部出口大豆的62%。2017
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大豆达3285.4
万吨，占中国大豆进口的34.39%。

他表示，由于出口量太大，中国
种植大豆的农民向相关协会提出了
诉求，称美国政府方面的补贴已经影
响到了中国种植大豆农民的利益。
中国政府要尊重中国农民的要求，尊
重中国大豆协会的政策诉求，所以选
择了大豆作为反制的一个选项。

中方减不了对美顺差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希望

中国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对美顺差
的要求，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4日在
国新办吹风会上回应说，这是绝对不
能接受的。贸易顺差逆差是由市场
力量和美国自身经济政策、经济结构
决定的，中方一家减不了顺差，需要
双方努力。

“贸易是两国企业、消费者在自

愿基础上作出选择的结果。顺差逆
差取决于两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
竞争力等，不是政府所能决定的。”王
受文表示，确定一个绝对的减顺差数
字、人为地干预，实践中行不通，理论
上也不可行。

王受文说，如果考虑统计和转口
贸易、服务贸易的原因，中美贸易顺差
实际只有美方公布数字的三分之一。

据他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首先
源于美国经济结构。美国储蓄不足、
储蓄小于投资，消费比较多，决定了
它一定在全球贸易上有逆差。其次，
美元作为国际支付货币，也决定了美
国必须要保持较大的贸易逆差才能
维持美元地位。

此外，美国对高科技等许多优势
行业实行限制，不向中国出口，有能
力的不卖给中国，也是产生逆差的一
个重要原因。

“我想买他的东西，他不卖，他继
续限制自己的出口，那我们怎么能够
减顺差呢？”王受文说。

王受文表示，在能源产品、原油、
液化天然气等方面，以前美国都不允
许向中国出口。特朗普总统上台后，
放宽了这方面的限制，中国从美国的
石油天然气进口大大增加。这些是
非常积极的措施，有助于解决中美之
间的贸易不平衡。

“希望美方能放松高科技产品对
中国的出口管制。同时希望美方增
加国内的储蓄率，并且积极响应中国
政府扩大进口的一些措施。”王受文
说，今年11月，上海将举办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希望美国业界能利用这
个机会，向中国的消费者、进口商来
展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
中美是否进入贸易战？有无谈

判解决的可能？
针对媒体抛出的问题，王受文

说，中方不愿意打贸易战，因为贸易
战中没有赢家。“如果美方愿意谈，我
们愿意在平等磋商、相互尊重的基础
上进行磋商，解决分歧。”他表示，中
方愿意在WTO或者双边的框架下，就
双方的分歧坦诚地交换意见，实现互
利共赢的结果。

不过，王受文强调，如果一方坚
持要打贸易战，中国也不怕。“打，奉
陪到底；谈，大门敞开。”他表示，如果
有人坚持要打，我们奉陪到底。如果
有人愿意谈，大门是敞开的。

综合新华社电

回击！中国拟对美大豆等加征关税
商务部4日发布了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

告。针对美国公布的301调查结果，中方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
车、飞机等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中国自美进口金额约500亿
美元。

[相关]

针对美公布对华征税产品建议清单 中方表示

“妄图通过施压或恫吓使中国屈服，
过去没有成功过，今天也不会”

搞贸易胁迫终将利义尽失

[时评]

4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吹风会，请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介绍中美
贸易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