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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记者于佳欣)针对中美经贸磋
商相关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3 日表示，中方在重大
原则问题上决不会让步。如果美方一意孤行，继续升级贸易摩
擦，我们将奉陪到底。

这是高峰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美方近
期又威胁对中方加征关税的说法作出的回应。

高峰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做法，
对于贸易战的立场，我们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不想打，但也
不怕打。

他还说，由于美方极限施压，不断升级摩擦，中美经贸谈判
严重受挫，责任完全在美方。

“解铃还须系铃人。中方态度十分明确，如果美方想继续谈

判，就必须端正态度、拿出诚意，纠正错误做法。”高峰说。
他表示，中方在不久前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

方立场》白皮书中已全面阐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合作有原
则，谈判有底线，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会让步。

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记者于佳欣)中国自美进口连续
5个月下降，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3日表示，这说明贸
易战没有赢家，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可能带来衰退性影响。

根据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1至 5月，中国自美国进口
495.7亿美元，同比下降 29.6%。这是今年以来连续 5个月下降。

“受美国单方面升级贸易摩擦影响，美国的产品竞争优
势下降，企业预期不稳，正常经营活动受到干扰。”高峰在商
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对美进出口的降幅一定程度上
可以反映出，美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依赖高于中国市场对美
国产品的依赖。
实际上，根据美方自己的统计，去年，受贸易限制措施影

响，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增长了 10 . 4%，美国对中国大豆出口
下降了 50%，美国对中国的汽车出口也下降了 20% 以上。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摩根大通银行、高盛等机构
的研究都表明，美方加征关税的成本几乎都落在了美国进
口商、零售商和消费者身上。

此外，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5 月份中国稀土出口
环比下降 16%。高峰表示，稀土出口的波动，是市场变化的
结果。“对于稀土贸易，目前中方没有采取新的管理措施。”

如美方继续升级贸易摩擦，中方将奉陪到底
商务部：美对华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下降，贸易战没有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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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记者安蓓、刘红霞）近期，美方
一些政客升级经贸摩擦，对中国
极限施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
想与实践研究院 13 日举办的
“中美经贸关系研讨会”上，与会
专家学者认为，美方以极不负责
任的态度，逆全球化潮流而动，
给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创新体
系投下阴影。一个自强、开放、合
作的中国，将在多边主义的时代
大势中获得持久发展。

美政客挑起经贸

摩擦 全球价值链遭殃

打着“美国优先”旗号，不
顾各方反对，美方一些政客肆
意挑起并升级经贸摩擦，不仅
对部分经济体“点射”，还对地
区乃至全球规则体系“扫射”。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
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直言，
美方政客“犯了两个病”，一个
是“眼红病”，一个是“健忘病”。

这一观点在与会专家学者
中形成共鸣。几位学者都提到，上
世纪 30 年代，美国出台被称为
“20世纪美国最愚蠢法案”的《斯
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进
口关税，引发全球贸易混乱，失业
人数大幅增长，加剧经济大萧条。

“如今，美方一些政客选择
遗忘，拿中美经贸关系开刀，实
际上是对全球生产价值链开
刀，其后果可能比当年的法案
更严重。”李稻葵说。

四处挑起经贸争端外，美方
肆意“退群”，甚至破坏建立在各
方共识基础上的多边贸易体制。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
重恩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指
出美方政客肆意破坏贸易争端
解决机制，致使机制面临瘫痪。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阮宗泽说，中方遇到问
题通常是主动反思和推进改革
开放，而美方在自身出现问题
时往往要归咎他国，把自己的
问题“外包”。

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
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鞠建东看来，美方对中国挑起
经贸摩擦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
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断裂，这对
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或将比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还严重。

“全球创新体系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中美在高科技领域有很
强的互补性。”清华大学苏世民书
院院长薛澜说，如果两国能加强
合作，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
变化、人类健康等重大问题，对全
世界都是莫大福祉。反之，如果中
美两国在科技领域陷入对抗封
锁，对全世界人民来讲都是灾难。

“中国有信心，多

边主义一定会胜利”

“美方误判形势，认为只要
一声号令，其他国家都会追随。”
阮宗泽说，事实上，绝大多数国
家都不愿看到中美关系恶化。
今天美方对中国反复无常、极
限施压，明天就可能把矛头对
准其他国家；更何况美方单边
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违背全
球化潮流，站在历史错误的一
边，不符合各国利益。

白重恩分析说，美国的贸
易逆差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

是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结构，二是美元特殊地位。美国总体上
从多边贸易体系中获益，但其国内政策未能解决好收入分配不均的
矛盾。美国一些人妄图把责任转嫁给其他国家，是要缓解执政压力。

他指出，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单极单边主义
和多边主义的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中国可以争取建立最大的
朋友圈，因为这与大多数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关切一致，即使美国内
部也有很多支持的声音。“我们有信心，多边主义最终一定会胜利。”

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看来，美国的单边主义
实质上是美国优先战略，失道寡助；中国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得道多助。

“合作应该是中美唯一选择。中美建交以来，两国贸易井喷式增长，
中美关系的实质是互利共赢，并不存在谁吃亏的问题。美国一部分力量
试图把中美切割开，违背历史潮流，也违背中美人民的利益。”阮宗泽强
调，当前更要重视加强中美之间的民间交流，特别是青年人之间的交流。

“面对美国压力，中国是讲原则的。我们不愿打贸易战，但如果贸
易战强加给中国，中国必须作出反击。中美历史上曾经有过博弈、较
量的阶段，那时中国牢牢守住底线，更何况今天的中国。”阮宗泽说。

“做好自己的事，时间和未来将继续是中国

最好的朋友”

“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到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贸易问题，甚至不
仅仅是经济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说，中美经贸摩擦
的本质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对此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中国
是全世界产业链条最完整的国家，奉劝美方千万不要低估中国的
经济结构和市场规模的韧性。

“中国就是中国。美方一些政客想要复制对付其他国家的办法来对付
中国，注定会失败。”阮宗泽说，新中国成立 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多年的
历程证明，中国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条道路我们一定要坚持走下去。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党委书记刘涛雄说，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中
国已经做好准备。我们自身决不能因为外部扰动而打乱发展的节奏。

“过去一年多来，我们看到美方表现出极端的零和思维、任性
的单边主义，展现出的是一个缺乏信誉的谈判者，肆意把经贸关系
政治化。”清华大学社科学院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陈琪说，如何
应对？一个自强、开放、合作的中国，将为自身赢得更大发展空间。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说，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穿越“历史三峡”，要把眼光放在中长期，抓住不确定性中的确定
性，变压力为动力，变被动为主动，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
国的现代化蓄势已久，齐发并进。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时间和未来
将继续是中国最好的朋友。”

美国官员近期在多个场合鼓吹中美贸易战“美方处
于更有利位置”“中方必受更大伤害”等言论，但事实
如何？美国经济受损、企业喊痛、消费者叫苦、国际信
誉急速下滑的种种事实，让“美国有利论”不攻自破，
而“美国受损”才是真相。

之所以说“美国受损”，是因为美国正常的经济和
贸易秩序正在被贸易战扰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就基
于严谨模型推算出结论，即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成本几
乎全由美方承担。中国商务部的研究表明，加征关税的
措施至今对美国出口影响明显大于中国。美方的错误判
断，经不起事实和时间的检验。

之所以说“美国受损”，是因为美国企业在贸易战
中正渐尝苦果。美国上月升级中美贸易战消息一出，美
股市值应声蒸发过万亿美元。谷歌、微软、通用电气等
多家美企纷纷警告：面对全球嵌套式的产业链发展，强
行切断供应链除了让美企丧失巨大市场，商业信心也受
挫。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美国中西部农场破产案例不
断攀升。尽管美国政府对农民进行紧急补贴，但补贴只
是杯水车薪。美国农会联合会会长齐皮·杜瓦尔就呼吁，
完成与中国等贸易伙伴的贸易谈判才是“真正的长期解
决方案”。

之所以说“美国受损”，是因为广大美国消费者正
成为加征关税的最后“买单者”。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
辩称美国物价没有因关税上涨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参
与的一份研究结果显示，到 2018 年底，美国企业和消费
者因为关税多支付了 30 亿美元。高盛集团也发现，加征
关税成本的 40% 已经转嫁给普通美国人，其余由美国生

产商和零售商分摊。阿迪达斯、耐克、彪马以及美国
170 多家鞋类制造商和零售商不久前联合致函美国总统
特朗普，强调美国对中国输美鞋类产品加征关税，将
对美消费者 、制鞋企业和美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后
果”。

之所以说“美国受损”，还因为美国政府种种单
边和霸凌行径，让其国际信誉正呈“断崖式”下滑。

美国退群毁约、四处树敌的做法让世界不安，“不靠
谱”的标签已被妥妥地贴上。美国投资环境也因美政
府政策的不确定性而受到质疑。德国商业银行一项最
新调查就显示，德国 2000 家中小企业认为美国“不可
靠”，中国才是更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近日美国召
开的一个投资会议上，美国一些州的代表对美国吸引
投资政策的不确定性表达了担忧。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社论说，当前美国政
府想要一个去全球化的世界，“那将会是一个更加黑
暗、相对更贫穷的世界”。文章呼吁跨国企业积极行
动，反对美国政府不明智的贸易政策，为自己的未来
争取生存空间。

种种对美自身不利的局面，让华盛顿大肆鼓吹的
加征关税“让美国经济更有竞争力”的谎言正被戳
穿。美国知名贸易组织消费科技协会主席加里·夏皮
罗曾直言，如果美国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威胁成
真，美国经济可能陷入“特朗普衰退”。美国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朗也警示，遏
制中国会给美国自身“造成更大伤害”，从而加速美
国衰落。

就像走夜路的人会大声叫喊给自己壮胆，美方频
繁放出种种“自我打气”的大话，实则难掩内心的焦
虑与恐惧。种种事实表明，如果美方继续一意孤行，
更加不利的局面必然会接踵而至，靠大话掩盖真相的
做法是自欺欺人。

(记者乔继红、郑汉根)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吉米·卡特获颁首个美中关系卓越领袖奖
外交部：希望美方从中美关系 40 年发展中汲取有益经验

新华社美国亚特兰大 6 月 12 日电(记者刘阳、胡友松)美
国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 12 日向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颁发首个美中关系卓越领袖奖，以表彰他对两国关系发展做
出的贡献。

颁奖仪式在美国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举行。由于卡特还处
于手术恢复期，由卡特家人代其领奖。乔治·布什之子尼尔·布
什代表基金会表示：“卡特总统在促成美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上采取了大胆而有政治勇气的行动。建交决定不仅改变了美
中关系，而且也改变了世界，使世界变得更好。”

在颁奖仪式上，与会人士回顾了卡特和乔治·布什在美中
双边关系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呼吁部分美国政客
重视并积极维护美中关系，让其回到健康发展轨道。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仪式上说，中美友谊高于美国党派
利益，中美都有保持两国关系生机和活力的强烈共识。“我们仍听
到一些对中美关系非理性的质疑。有人鼓吹两国‘脱钩’，宣扬所谓
‘新冷战’。这不仅是质疑过去 40年我们取得的成就、挑战我们合作

的实际成果，也将危及中美关系的未来以及全球稳定和繁荣。”
卡特于 1977 年至 1981 年出任美国第 39 任总统，在其

任内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据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
金会负责人介绍，美中关系卓越领袖奖旨在表彰对两国关
系发展发挥深远、积极及持久影响力的美国人和中国人。

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记者侯晓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3日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很多美国有识之士都呼吁美国现政
府客观看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希望美国现政府认真倾听这些
理性务实的声音，从中美关系 40年的发展中汲取有益经验。

据报道，美国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 12日向美国前
总统吉米·卡特颁发首个美中关系卓越领袖奖，以表彰他对两
国关系发展做出的贡献。

耿爽 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说，40年前，
中美领导人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
政治勇气，作出中美建交的历史性决定，掀开了中美关系新
的一页。卡特先生作为当年中美建交的当事人和见证者，在

就任总统期间和卸任后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
对此表示赞赏。

耿爽说，40 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取得了历史性发
展，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也促进了世界的和
平、稳定、发展、繁荣。40 年的风雨历程证明，中美这两个历
史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大国完全可以在不
冲突、不对抗基础上，实现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他表示，中方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包括卡特先生在
内的很多美国有识之士都呼吁美国现政府客观看待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推动美中合作取得更多积极成果。

“希望美国现政府认真倾听这些理性务实的声音，从中
美关系 40 年的发展中汲取有益经验，不要让两国之间的差
异阻碍双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耿爽说，希望美方能够同
中方一道，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
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
关系，不断增进两国和世界人民福祉。

“美国受损”才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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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 6 月 12 日电一段时间以
来，中方部分赴美留学人员的签证受到限
制，出现签证审查周期延长、有效期缩短以
及拒签率上升的情况。一些美国教育界人士
近日对此表示担忧，认为美方的限制政策将
制约美国学术研究和经济发展，他们呼吁加
强美中教育和学术交流，促进合作双赢。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休斯敦分校教授
乔恩·泰勒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表示，美国政府对中国学生学者越来
越严格的审查已引起在美中国学生学者
的担忧，这样的做法对中美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制造了严重障碍。

他说，美中间的教育交流有助于学术沟
通，培育教育合作基础，加强两国大学间的
友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并
对增进两国文化上的理解和互信大有裨益。

美国科技领域学者史蒂夫·霍夫曼在接
受采访时说，限制外国留学生和学术交流没
有任何积极意义。外国学生来美国留学，为美
国带来资金和文化多样性。他们在美国学习
和研究，也是对美国的帮助，美国是受益方，这
是一种双赢。美国政府如今的做法让人们在
心理上产生隔阂，让杰出人才不再想来美国。
这种心理隔阂与签证限制一样危险和有害。

在美国本笃会大学荣誉校长威廉·
卡罗尔看来，中国留学生是美中两国沟
通的一座桥梁。希望未来有更多美国学
生到中国留学，使两国间的“这座桥梁”
成为一条“双向公路”。

密歇根州前督学汤姆·沃特金斯表示，正
是通过教育、知识和人文交流，人们才相互了
解并建立起信任的基础。美国大学校园里的
中国学生开阔了美国学生的视野，丰富了校
园的多样性，还给学校带来了经济收益。

美国大学协会主席玛丽·休·科尔曼
表示：“令我深感不安的是，全球许多人现
在都意识到，美国对有才华的学生和研究
人员越来越不欢迎了。”不过科尔曼表示，
美国大学协会的成员高校“坚定致力于确
保我们的学府继续向最有才华的人开放”。

乔治敦大学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战
略主管海伦·托纳近日在美国国会美中
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
试图切断外部与美国研究领域沟通渠道
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她强调，限制
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将可能
减缓美国大学和企业实验室科研进步的
速度，损害他们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并
降低他们在人工智能产品和平台方面的
市场份额。托纳建议美国国会取消签证
限制，以增强美国的竞争力。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尤金·丘德诺
夫斯基告诉新华社记者，过去 30年里，美国
许多新材料和新设计来自中国，许多物理、
化学和工程学博士也来自中国。他说，他最
近起草了一封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公开信，
呼吁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无端滋扰和恐吓华裔科学家的活动。

美国大学申请咨询机构“引知”首席执行官乔尔·巴特
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美国大学持非常开放
的态度。对美国大学来说，能够稳定招收一定数量的国际学
生尤其是中国学生非常重要。

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2018年发布的报告，2017至 2018学
年在美国高校注册的中国留学生为 36.33万人，占美国全部国
际学生的 33.2%，中国连续第九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生源国。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杨新育近日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证实，去年以来，学习科学、技术、工程
和数学专业的中国学生在申请和续签学生签证时遇到了一
些困难。他表示，中美教育交流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在双边关系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双边关系遇
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教育交流更应该发挥促进双方相
互理解的作用。 (执笔记者：潘云召；参与记者：高路、吴
晓凌、徐静、刘阳、周舟、王文、刘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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