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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记者安蓓、于佳欣、张泉)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近日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
场》白皮书，旨在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经
贸摩擦的政策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决。

国务院新闻办 25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商务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
以及国务院新闻办的相关负责人，对中美经贸摩擦相关热点
问题作出回应。

中美经贸往来美国吃亏了吗？

美国国内一些人声称，中国进行不公平竞争，导致美对华
货物贸易出现巨额逆差，让美国吃了亏。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
代表兼副部长傅自应回应说，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站不住
脚，完全是一种误导。

贸易差额只是交易量之差，而不是盈亏多少。美国是否吃
亏，企业和消费者最有发言权。

傅自应认为，从生产看，中美两国处在全球产业链、价值
链的不同位置。中国企业更多是赚取加工费，而美国企业从设
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益巨大。

从消费看，质优价优的中国商品走进美国千家万户，丰富
了美国消费市场，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福祉。

白皮书数据显示，2015 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高达
4814 亿美元，远高于中资企业在美 256 亿美元的销售额。

“总体看，美方在双边贸易中获利更大。美企业在中美经
贸合作中获得的利润远超中国企业。”傅自应说，贸易顺差反
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

贸易竞争力根本上是产业竞争力。美国在汽车、飞机、农
产品、服务业等优势产业对华保持大顺差。据介绍，2017 年中
国自美进口汽车 131 亿美元，对美出口汽车 14 亿美元，美对
华农产品贸易顺差达 164 亿美元，美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超过
540 亿美元。

此外，中美贸易不平衡还与美对华出口管制有关。美有关
机构分析，如果放宽民用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美对华贸
易逆差可减少 35% 左右。

“中方愿努力推动双边贸易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希望
美方也能展现积极姿态。”傅自应说。

中美何时重启高级别经贸磋商？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表示，
中方通过磋商、谈判解决经贸分歧的大门是敞开的，但只
有平等相待、信守承诺才能让中美经贸磋商找到出路。

王受文说，何时能重启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完全取决于
美方意愿。但要想让谈判磋商有效果，首先必须要平等对待、
相互尊重。

他强调，谈判磋商一定要有诚意，遵守诺言。中美高级别
经贸磋商已进行了四轮，取得了不少共识，双方甚至发布了联

合声明，但美方出尔反尔，抛弃共识，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使得
谈判没法进行下去。

王受文说，贸易战不符合双方利益，停止贸易战才是出
路。对于具有庞大体量的中美贸易来说，双方出现分歧是很正
常的，只要本着平等、有诚意、守诺言的精神，相信是能够通过
磋商找到出路的。

中国经济能否扛得住经贸摩擦冲击？

“尽管影响不可避免，但风险总体可控，中国经济完全有
能力通过扩大内需、促进高质量发展来对冲影响。”国家发改
委副主任连维良说。

中国经济整体有韧性———
2017 年中国经济总量达 12 . 7 万亿美元，对外出口 2 . 26

万亿美元，2000 亿美元在出口总量中占 8 . 8%。如果考虑加
工贸易，对增加值的影响还会小一些。

“中国经济一个重要特点是产业门类齐全、构成多元，不同
部分可以相互补充和替代。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承受冲击的韧性更足、能力更强。”连维良说。

中国经济内需有潜力———
我国有近 14 亿人口，年人均国民收入近 9000 美元，消费

升级趋势明显，国内市场潜力十分巨大。区域发展还有很多短
板，投资潜力巨大。

数据显示，第一轮 500 亿美元加征关税措施已于 7 月 6
日和 8 月 23 日生效。但 8 月份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和环
比分别加快 0 . 1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环比加
快 0 . 2 个百分点。1至 8 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加快 3 个百分点，
比 1至 7 月份累计加快了 0 . 2 个百分点；1至 8 月全社会用
电量增长 9%，是 2011 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市场主体竞争力不断提升———
尽管进出口企业遇到很多困难，但正是在应对外需下降

的挑战中，不断增强适应市场、开拓市场的能力和科技创新的
能力。

连维良说，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
将着力促进消费优化升级、释放潜力，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民生和公共服务短板、农业和生态环保短板，特别是发挥
好民间投资重要作用，促进民间投资信心改善。

中国将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
更加明显的降费，以更大力度推进“放管服”改革，更加明显地
促进优化营商环境，以更大力度扩大对外开放，这些政策措施
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中国还将更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鼓
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发展信
心。”连维良强调。

中国将以更大力度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同时着力引
导企业提升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傅自应说，中国政府正研究采取一系列符合 WTO 规则
的政策措施稳定外贸发展，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包括对一些出
口商品按照国际惯例实行增值税全额退还，按照国际通行规
则使出口企业使用更多出口信用保险工具等。

如何看美指责我强制技术转让？

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多次指责中国政府强制技术转

让。王受文说，在中国所有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中，都没有强迫
外国企业把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在
绝大多数领域都可以建立独资企业，不存在技术转让的问题；
如果建立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和中方合作伙伴是平等的市场
主体，合资谈判是企业自由选择、平等磋商的契约谈判，政府
在其中没有发挥作用。

对于美方指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言论，国家知
识产权局副局长贺化说，这种指责罔顾长期以来中国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取得进步、中国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以及
中国已经成为知识产权大国这样的客观事实，“毫无依据，站
不住脚”。

贺化说，过去五年，国外来华申请发明专利和商标数量分
别达到了 65 万件和 84 万件，年均分别增长 3 . 1% 和 10 . 3%。
在全国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调查中，去年的总体满意度
是 76 . 69 分，在华外商独资企业是 76 . 94 分，合资企业是
80 . 16 分。去年中国企业对外付出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达到
286 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的逆差最大，达
50 . 7 亿美元。

针对中国补贴政策是否符合 WTO 相关规定的质疑，财
政部副部长邹加怡说，作为 WTO 成员国，中国补贴政策严格
遵守 WTO 规则，并没有造成市场扭曲和不公平竞争。

她说，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一直积极推进国内政
策的合规性改革，切实履行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将来还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贸易摩擦升级会加速外资企业外迁吗？

工信部副部长罗文指出，美国对我国商品加征关税，割裂
了各国产业之间的联系，使全球产业链面临碎片化的风险；破
坏了国际经贸规则，使全球产业链陷入失序化状态；降低了国
际经济运行效率，使全球产业链加剧了低效化风险。

“美国挑起和升级贸易摩擦，的确对部分企业带来困扰和
冲击，有一些外资企业出于分散风险、降低成本等考虑选择外
迁，对这一问题应理性看待。”罗文强调，一方面不回避问题，
积极采取措施，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切实为企业减税、降负，着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也
不夸大问题，我们要对中国市场的潜力和产业配套优势充满
信心。

“我们要继续按照自己的步伐和节奏进一步扩大开放，坚
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落实中国政府宣布的各项对外开放措施。
我们相信，会有更多企业来中国投资兴业，已落户的外资企
业，绝大多数会继续留在中国深耕发展。”罗文说。

白皮书阐明了中国八大立场：中国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
核心利益，坚定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坚定维护并推动
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坚定保护
外商在华合法权益，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促进与其他
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坚定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郭卫民说，面对复
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将始终与世界同行，顺大势、担正义、
行正道，坚定不移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定不移推动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
际秩序的维护者，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与采写：刘红霞、初杭)

中 国 始 终 与 世 界 同 行
六部门相关负责人解读《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

9 月 2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和中方立
场》白皮书，用客观全面的数据和事实证
明，中美经贸关系中不存在“谁吃亏”的
问题，“美国吃亏论”是站不住脚的。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化生
产普遍存在的今天，双边经贸关系内涵
早已超出货物贸易，还包含了服务贸易、
双边投资等其他内容。中美两国国情不
同，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不同，其在对外
经贸交往中所展现出来的特点也各不相
同。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给两国带来的是
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结果，这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是国际贸易规
律和市场经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要看到，借助中美经贸关系的快速
发展，美国获得了跨境投资、进入中国市
场等大量商业机会，对美国经济增长、消
费者福利、经济结构升级都发挥了重要
作用。

在货物贸易方面，物美价廉的中国
消费品减少了美国民众的消费支出，有
助于降低美国通胀率，为美宏观经济政
策创造了回旋的空间；中国是一个巨大
且增长快速的市场，对华出口的快速增
长，为美国企业带来了大量商业机会，为
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国承接
了美国企业的生产环节，使得美国能够
将更多资金等要素资源投入创新和管理
环节，集中力量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带动产业向更高附加值、高技术
含量领域升级。

从服务贸易数据看，美国在服务贸
易方面占有显著优势，收益更加显现。美
国是中国服务贸易最大逆差来源地，且
逆差快速扩大。据美国方面统计，2007
年至 2017 年，美国对华服务出口额由
131 . 4 亿美元扩大到 576 . 3 亿美元，增
长了 3 . 4 倍，远高于同期美国对世界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出口额 1 . 8 倍的增
长，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年度顺差扩大 30
倍至 402 亿美元。

在双边投资领域，美国得到好处也颇多。一方面，中国对
美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这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估算，2015 年中国对美投资遍布美国
46 个州，为美国国内创造就业岗位超过 14 万个；另一方面，
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收益颇丰。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
2015 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高达 4814 亿美元，远高于中资
企业在美 256 亿美元的销售额，美国企业跨国经营优势更为
突出。

2018 年 6 月德意志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实际
上在中美双边贸易交往过程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利
益。根据其计算，扣除各自出口中其他国家企业子公司的贡献
等，2017 年美国享有 203 亿美元的净利益。

“美国吃亏论”与事实大相径庭。中美经贸交往规模庞大、
内涵丰富、覆盖面广、涉及主体多元，产生一些矛盾分歧在所
难免。两国应以全局综合的视角看待，从维护两国战略利益和
国际秩序大局出发，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分歧，务实化
解矛盾。这才是解决贸易摩擦的正道。

(记者刘开雄)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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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记者柯高阳、刘怀丕)景区门
票价格过高是多年来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国家发改委
相关政策，“十一”黄金周前，切实降低一批重点国有景区偏高
的门票价格。近日，多地物价主管部门宣布降低部分国有重点
景区门票价格。

截至目前，已有 314 个景区降价或拟降价，其中免费开放
景区 30 个，降价幅度 30% 以上的 29 个。此外，“新华视点”记
者调查发现，还有部分景区降幅不到 5%，个别景区通过各种
手段明降实不降。

29 个景区门票价格降幅 30% 以上，有的

景区仅降 3 元

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29 日，已有 21 个
省份出台了 157 个景区降价或免费开放措施，25 个省份确定
了“十一”前拟降价或免费开放的 157 个景区名单，合计 314
个景区。其中，5A 级景区 121 个、4A 级景区 155 个。

记者发现，在 314 个景区中，降幅在 30% 以上的有 29
个，有些景区降幅甚至达到 80%，金额超过 100 元。例如，江
苏苏州西园寺从 25 元降到 5 元，降幅达 80%。新疆喀纳斯、
禾木和白哈巴通票旺季从 295 元降到了 195 元。

此外，实行免费开放的景区有 30 个。原定门票 55 元的苏
州沐春园景区、门票 35 元的呼和浩特将军衙署博物院等，均
已向游客免费开放。一些地方出台了对特殊人群的优惠举措。

记者注意到，也有的景区只降了三五元，降幅较小。4A
级景区湖北襄阳古隆中门票从 98 元降到 95 元，实际降价 3
元钱，降幅刚刚超过 3%；咸宁九宫山景区门票由旺季 75 元、
淡季 60 元分别调整为 70 元和 55 元，分别降低 5 块钱。

有的号称降价实际未降，有的拆解收费

项目假降价

虽然已有 300 多家景区确定降价，但记者调查发现，有些
景区暗中以各种手段保持门票价格。

——— 有的明降实未降。北京两处国家 4A 级景区红螺寺
和青龙峡被列入国家发改委统计的降价景点名单，称今年 8
月 1 日起门票价格由 70 元降至 54 元，降价幅度达 23%。

但记者调查发现，实际上，这两个景区从未执行过 70 元的
门票。红螺寺景区工作人员说，54 元的景区门票价格已经保持
多年，原本今年已经确定门票价格将上调至 70 元，但还没到新
价格的执行日期便接到了降价的通知，因此实际执行票价一直
是 54 元没变。

——— 有的拆解销售假降价。位于江苏无锡的 5A 级景
区——— 鼋头渚风景区日前宣布，自 9 月 10 日起将门票价格由
原来的 105 元/人次降为 90 元/人次。但有游客反映，鼋头渚
风景区门票价格调整之后，原本包含在 105 元门票中的景区
车票和船票将另外收费。

景区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鼋头渚门票价格调整
后，车票、船票将单独收费，其中大巴车往返 5 元，船票定价为
往返 10 元。分开销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原本捆绑销售
的模式，给游客更多选择。

“说是不捆绑，实际还是捆绑。”无锡市民孙先生说，90 元
门票中已经包含太湖仙岛门票，游客往返太湖仙岛必须购买
船票乘船，“降价以后进景区玩一趟，还是一分钱都省不了”。

对有令不行的要督查，降价还需综合施策

国家发改委明确要求，各地区不得避重就轻、流于形式、
敷衍搪塞；不得明降暗升，在降低门票价格的同时，提高景区
内交通运输等其他游览服务价格，变相增加游客负担。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降低是大势所趋，未来还有可能进一
步降价。”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和静钧认
为，国有景区利用公共资源建设而成，理应回归准公共产品
定位，还原旅游惠民、旅游为民的公益属性。

北京联合大学在线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杨彦锋说，此次重
点国有景区降价的数量占全国景区总数的绝对比例不高，但
由于知名度高、游客总量大，降价后的惠及面较广，对其他类
型的景区定价有示范效应。

“景区门票降价后，虽然短期内可能对经营造成一定压力
和挑战，但长期来说有助于倒逼景区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减
少对门票收入的依赖。”杨彦锋建议，景区可以通过场景植入、
开发相关产品和服务来增加旅游附加值，提高旅游综合收
入，实现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型。

有的仅降 3 元，有的明降实不降

部分景区门票降价咋就这么难
据新华社上海 9 月 25 日电(王淑娟、吴娟)八项规定实施

以来，公务消费的降温使得高端白酒价格泡沫被刺破，茅台价
格每瓶曾一度跌破千元。然而，今年中秋、国庆前夕，记者走访
上海、北京等地市场发现，茅台酒涨价行情再现，其中 53 度飞
天茅台价格已飙升至近 2400 元，大大超出厂家指导价 1499
元，且仍然“一瓶难求”。

旺季茅台酒价格飙升，经销商“坐地起价”

每逢中秋、国庆，白酒市场就迎来下半年第一个传统销售
旺季。今年年初，时隔 5 年多，茅台首次上调了出厂价和终端
指导价，飞天茅台的市场指导价从 1299 元上涨到 1499 元。进
入 9 月以来，高端白酒市场销量显著上升，价格也“水涨船
高”。记者近日走访上海、北京等地市场发现，一些经销商“坐
地起价”，飞天茅台的销售价格早已突破厂家指导价。即便如
此，不少地方仍然出现了断货。

在茅台位于上海的多家授权自营店里，飞天茅台的定价
为 1499 元，但消费者很难买到这样的“平价茅台”。由于实行
“限购”政策，消费者要凭身份证排队购买，每人每月限购两
瓶。然而记者连续 3 天上午 10时左右到达位于上海黄浦区的
一家茅台自营店，都被告知已经无货了。

记者走访北京市海淀区 6 家烟酒专卖店发现，飞天茅台
售价在 1700 元至 1900 元不等，其中 1 家有茅台授权的经销
商售价为 1850 元，2 家小型烟酒店报价最低为 1700 元，其余
3 家报价均在 1800 元以上。

在茅台的电商平台“茅台云商”上，茅台酒货源同样紧俏。
中秋节前，记者连续多次按照其购买流程在网站上登记下单
飞天茅台，但均显示无网点接单。在酒仙网、1919 酒类直供等
网站上，飞天茅台也出现断货。京东超市里，一瓶飞天茅台的
价格则从 2086 元至 2359 元不等。

经销商囤货惜售，黄牛党每瓶加价 200

多元卖掉

记者调查发现，此轮茅台酒价格重回高位，有成本上涨、
高端需求回暖的拉动，但对于茅台这样具有奢侈品属性的白
酒品种来说，这些因素并不足以推升价格上涨得这么快，这背
后经销商囤货惜售和黄牛党投机倒卖是主要推手。

据白酒业专家孙延元介绍，茅台年初提高出厂价和市场
指导价后，市场预期茅台价格还会涨，所以中间渠道开始囤货
惜售。供给少了，市场价就被抬高了。

此前，有茅台经销商曾坦言控制不住二级倒卖，卖出去的
茅台酒中，一多半都到了烟酒店、中小超市、商贸公司，真正的
消费者很难买到。

中秋节前，记者连续多日在上海黄浦区的茅台自营店蹲
点，发现每天早上都有人排着长队等候开门，而长长的队伍中
大多数是黄牛党。他们用亲戚朋友的身份证、银行卡突破“限

购”，而且还向真正要买酒的市民卖起了排队号。
“我排了 3 天队都没买到一瓶，黄牛倒买倒卖，每瓶加价

200 元甚至 400 元卖掉，真正要喝酒的老百姓却买不到。”上
海市民陈阿姨一大早赶去自营店排队两小时后却被告知又没
货了，在店门口气愤地抱怨道。

增量稳价的同时，严打扰乱市场秩序

对于厂家而言，尽管提价可以增加企业利润，但茅台方面
似乎也并不愿意看到价格上涨过快。茅台集团董事长李保芳
此前曾表示，要处理好企业、经销商、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关系。
今年 8 月末茅台在“双节”前向市场投放了 7000 吨供应量。不
过，从 9 月份的市场情况看，价格上涨的趋势并没有止住。

山东温河王酒业集团总经理肖竹青指出，现在的茅台酒虽
以大众、商务消费为主，但仍是“面子消费”的代表，甚至已成为
一种社会符号，人为炒作更强化了“物以稀为贵”的消费心理。

长江证券近期的报告认为，虽然当前茅台基酒量已增至
4 万吨以上，但需求增长得更快，预计茅台未来 3 年每年产能
缺口超过 3000 吨。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表示，如果经营企业或
渠道商相互串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操纵价格上涨，就构成了
违法行为。所以，在价格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框架下，企业
必须合法合规经营，勿触红线。

肖竹青表示，相关监管部门要及时出手深入排查，严厉打
击企业、渠道商可能存在的哄抬价格行为，对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予以告诫、查处。

厂家指导价 1499 元，却被经销商加价近千元

被人为操控的茅台“一瓶难求”

诚信建设万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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