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8 月 3 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董 健

要 闻

新华社北京 8 月 2 日电(记者韩洁、于佳
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2 日就美方拟对 3000 亿
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 关税发表谈话，表
示美方此举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
识，背离了正确的轨道，无益于解决问题，中方
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如果美方加征关税措
施付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
施，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一
切后果全部由美方承担。

美方升级贸易摩擦加征关税不符合中美两
国人民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将对世界经济产
生衰退性影响。中方始终认为贸易战没有赢
家，不想打、不怕打，但必要时不得不打。希
望美方及时纠正错误，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
础上解决问题，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新华社北京 8 月 2 日电(记者马卓言)针对
美方称将对 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
关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 日表示，如果美方

加征关税的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
必要反制措施，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
根本利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全部由美方
承担。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
称将于 9 月 1 日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
品加征 10% 关税，此举严重违背中美元首大
阪会晤共识，背离了正确轨道，无益于解决问
题。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华春莹说，美方升级贸易摩擦加征关税，
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利益，不符合世界利益，
将对世界经济产生衰退性影响。中方始终认
为贸易战没有赢家。我们不想打，但也不怕
打。中方不会接受任何极限施压和恐吓讹诈，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寸也不会让步。

“我们希望美方认清形势，放弃幻想，纠
正错误，回到通过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
磋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她说。

美方拟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 关税

中方强烈反对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利益
外交部：如果美方加征关税，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1 日电美国商会、全国
零售商联合会、消费技术协会、服装鞋袜业联
合会等多家行业协会 8 月 1 日纷纷发表声明，
反对美国政府拟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
加征 10% 关税的表态，认为此举对美国国内
各行各业危害很大。

美国商会高级副会长迈伦·布里连特在声
明中说，美国政府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
品加征 10% 关税只会对美国企业、农民、工人和
消费者造成更大痛苦，削弱美国经济增长。美国
商界期待美中谈判官员举行建设性对话，敦促
双方承诺取得进展，并尽快取消所有加征关税。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高级副会长戴维·
弗伦奇表示，该协会对美国政府加码执行错误
的关税策略感到失望，认为此举已造成美国经
济增长放缓、不确定性增加和投资受到抑制。过
去一年美方加征的关税并不管用，没有迹象显
示再次加税会取得新成效，新关税只会威胁美
国就业，增加美国家庭购买日用品的成本。

美国服装鞋袜业联合会会长里克·黑尔芬
拜因说，美国新一轮对华加征关税将涵盖所有
服装、鞋和家用纺织品，这实际上是对美国消
费者的加税，现在是美国国会收回管理国际贸
易权限的时候了。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主席加里·夏皮罗说，今
年夏天 300 多家企业和行业协会到华盛顿请求
美国政府停止加征关税，全美 600多家企业也致
信特朗普总统反对加征关税，美国政府不应忽视

美国企业和工人对取消加征关税的诉求。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会长贾森·奥克

斯曼说，美方加征的关税已令美国消费者、
工人和企业损失超 300 亿美元，再加征新关
税将扩大伤害，令美中双方离达成有意义的
解决方案更远。该协会敦促美国政府将精力
集中在达成长期协议上。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
说，在了解到中美双方在上海举行建设性的经
贸磋商后，美国政府仍决定对中国商品推进新
关税计划令人不安。我们担心这些额外关税将
进一步损害美国作为可靠供应商的声誉，美国
农民、工人和消费者会遭受更多损失。

美国游说组织“关税伤害美国腹地”发
言人乔纳森·戈尔德说，新一轮对华关税将
会影响鞋、服装、玩具和电子产品等美国家
庭日用品。贸易战没有赢家，进一步加税只
会造成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更多农场破产、
就业减少和物价上涨。

美国玩具协会发表公告说，美国政府新
宣布的征税措施将可能涵盖成品玩具和其
他所有与玩具相关而尚未被加征税的商品。
协会已在过去一年多积极主张反对加征关
税，作为美国自由贸易联盟的一员，今后将
继续关注关税对美国企业、就业和家庭带来
的负面冲击。

美国鞋履分销及零售协会(FDRA)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马特·普里斯特发表声明

说，美国政府拟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
品加征 10% 关税的消息令人惊愕和丧气。
该协会已不知疲倦地反对增加鞋类关税，希
望中美间持续的公开沟通可以为缓解贸易
紧张留出时间，并最终结束关税威胁。

普里斯特指出，新一轮拟加征关税将与每
个美国人相关，美国售出的鞋类中有 70% 来
自中国，对来自中国鞋类产品的关税已涨至
67%。美国政府实际将美国家庭作为其贸易战
谈判的“人质”，加征关税将显著提高鞋类零售
价，将对整个行业的新增就业带来不利影响。

美国零售业领导人协会(RILA)负责国
际贸易的副总裁胡恩·郭 1 日发表声明说，
即将加征关税的产品几乎全是消费类产品，
这是对美国家庭预算的直接打击。他说，如
果真的实施该关税措施，涨价物品将包括服
装、玩具、家用物品和电子产品，而这将由美
国消费者承担。零售商、消费者和美国工人
需要政府找到实现公平协议的路径。

美国运动和健身产业联合会发表声明
说，对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决定表示失望，
最新决定意味着贸易战将再度升级。“我们
不认为关税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美国经济将
因此遭受打击……由于中国在许多美国公
司运营中扮演着关键的生产角色，我们将继
续努力说服总统放弃对中国进口商品增加
关税。” (参与记者：刘学、高攀、熊茂伶、
刘亚南、杨士龙、黄恒)

（上接 1 版）西藏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尼玛扎
西教授，1988 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
系。30 多年来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使藏文成为我国少
数民族文字中首个拥有国际标准、获得全球信息高速公
路通行证的文字。目前，他们正在研发基于神经网络的藏
汉文机器翻译系统。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廉湘民说，建国 70 年来
西藏最大的变化是人的变化，实现了人人平等，人民掌握
了自己的命运；西藏在祖国怀抱中创造了伟大奇迹，经济
社会发展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从“一无所

有”到“应有尽有”

2018 年底，随着一趟 CA4401 次航班降落拉萨贡嘎
国际机场，乘客索娜德吉成为西藏民航迎来的第 500 万
名旅客。这是西藏民航史上的标志性成就，也是西藏打破
交通瓶颈奋力发展的成果。

如今，西藏基本形成以公路、铁路、航空为主体的综
合立体交通网络。至去年底西藏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9 . 78
万公里，全区所有县通公路；已建成通航的 5 个机场开通
国内国际航线 92 条；2006 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结束了
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2014 年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建成，
拉萨至林芝铁路现已进入铺轨阶段。

天上的“路”和地上“天路”，让世界屋脊不再遥远封
闭，也加速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 西藏农牧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2018 年，西
藏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实现 134 . 14 亿元，粮食产量达到
104 . 9 万吨。农牧业特色产业从小到大、快速发展，具有
西藏高原特色的农牧业品牌建设成效显著。

——— 现代工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西藏已建立
起一个包括能源、轻工、食品加工、民族手工业、藏医药等
20 多个门类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增加值从 1959 年的
0 . 15 亿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114 . 51 亿元。

——— 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全域旅游快速推进。2018
年接待游客 3368 . 73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490 . 14
亿元，10 多万农牧民借助旅游业增收致富，世界旅游目
的地建设成效初显。

西藏的发展，离不开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全国人民的
支援和西藏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

2018 年，西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77 . 63 亿元，同
比增长 9 . 1%，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33797 元和 11450 元。经济发展成
果充分惠及各族人民，民生阳光普照高原大地。

——— 医疗水平不断改善，西藏人均预期寿命从过去
的 35 . 5 岁提高到如今的 68 . 2 岁。

——— 初步实现用电人口全覆盖，区内主电网延伸到
62 个县(区)。

——— 住房条件和人居环境全面改善，群众普遍住上
安全适用房屋；近 10 年来投入资金 60 . 35 亿元开展了
六千多个村人居环境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 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文化产品日益丰富，
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 97 . 1% 和 98 . 2%，
文化产业年产值达 46 亿元。

———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
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各项社会保险参保数达 370 . 7
万人次。

脱贫攻坚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民生工程。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西藏打造“专项扶贫、行业扶贫、金融扶
贫、社会扶贫、援藏扶贫”的“五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到
2018 年底，累计搬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3 . 6 万人，目前
已实现 47 . 8 万人脱贫，55 个县(区)摘帽，贫困发生率由
五年前的 35 . 2% 下降到 8% 以下。

新时代新发展蓝图：从高速发展到绿

色创新发展

平均海拔超过 5000 米的西藏那曲市双湖县，位于羌
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是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
野生动物的生存天堂。如今，双湖县正在探索“生态兴县、
生态富民”发展模式，为保护高海拔地区天然的冰天雪
地，当地暂停了普若岗日冰川旅游配套项目建设和旅游
接待服务。

西藏自治区大力推进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取得大幅进步，经济社会正循着绿色可持续发展道
路奋勇前行。

58 岁的藏族群众边久，是山南市扎囊县一个苗圃基
地的负责人。十几年来，边久培育的数百万株树苗，从雅
鲁藏布江两岸种到阿里、日喀则等地，不仅为青藏高原带
去了一片片绿色，也为他和家人带来每年几十万元收入。

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西藏经济发展的主
题词。

近年来，西藏先后制定出台 30 多部地方性法规，严
禁环境污染风险大的项目进入西藏，严格落实矿产资源
开发政府“一支笔”审批制度、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
如今，西藏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面积超过 80 万平方
公里，约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70%。全区建立了 47 个各类
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近 42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区国土面
积的 3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生
态经济、绿色经济、绿色产业的发展实现了百姓增收致
富。

波密县地处西藏东南部，拥有青藏高原最大的冰川
聚集地。在旅游业发展中，波密县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严格落实环保措施，打造冰川观光品牌。55 岁的
村民扎西朗加刚刚牵马送客走了个来回，休息不到半小
时又出发。“游客骑马每人 100 元，马帮收入每户每年 5
万多元。”他说，家中有 3 人在景区上班，每年收入 12 万
元以上。

如今，雪域高原也在掀起一股创新创业的浪潮。
2007 年从西藏大学本科毕业后出国研读计算机专

业硕士的藏族青年吉美，去年回国在拉萨创办了泽南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专注数字传媒领域技术开发与运营，并
提供藏汉英三语配套软件相关信息服务。“我是土生土长
的拉萨人，这两年西藏有关创新创业的政策也很吸引人，
所以回乡打拼。”他说。

西藏自治区科技厅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西藏已建
成双创载体 74 个，其中国家级 3 个，自治区级 23 个；各
类双创载体已拥有运营管理人员 536 个，吸纳创新创业
团队及企业 1338 家，吸纳就业 14000 多人，其中高校毕
业生 2100 余人。

“成绩有目共睹。相信处在大发展中的西藏，未来的
前进步伐会迈得更大、更坚实。”四川大学教授罗绒战堆
说。

新华社拉萨 7 月 31 日电

在伟大祖国怀抱中

创造人间奇迹

美行业协会众声反对白宫新的对华关税威胁

纽约三大股指

齐齐下跌

新华社北京 8 月 2 日电(记者马卓言)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 2 日表示，中方对美方不顾国
际社会反对，执意退出《中导条约》深感遗憾
并坚决反对，敦促美方保持克制，与国际社会
一道，切实维护全球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称，美将于
8 月 2 日退出《中导条约》，该条约将正式终
止。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退出《中导条约》是美国无视自身国际
承诺，奉行单边主义的又一消极举动，其真实
目的是自我松绑，谋求单方面军事和战略优

势。”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她说，如果美国退出条约后恢复中导研

发和部署，将严重影响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
加剧紧张和不信任，冲击现有国际核裁军和
多边军控进程，威胁有关地区和平与安全。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美国退约的严重

后果保持清醒认识，防止美国以任何借口转
移视线，推脱自身在核裁军方面的特殊优先
责任。同时，我们敦促美方保持克制，不要采
取损害别国安全利益的举动，而是履行一个
大国应尽的责任，与国际社会一道，切实维护
全球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华春莹说。

外交部：

对美国执意退出《 中导条约》深感遗憾并坚决反对

北京时间 2 日凌晨，美方突然宣布将于 9 月 1
日起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 关税。

在中美刚刚结束上海重启的第十二轮经贸高级别
磋商并同意下月继续磋商背景下，美方此举令人惊
诧，更令人失望。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如
果加征关税付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
反制措施，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
利益。

美国白宫声明关于上海新一轮磋商富有
“建设性”的评价之声言犹在耳，加征关税威胁
又接踵而来，对美方宛如川剧般的“变脸”，中
方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中方的立场和态

度始终一贯而明确：贸易战没有赢家，关税威
胁吓不倒中国更解决不了问题，唯有坦诚磋商
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

中美建交 40 年来，双方在经贸领域早已相
互深度嵌入，动辄威胁加税、鼓噪“脱钩”等不切实
际的言论，实际是在开“历史倒车”。美方升级贸易
摩擦之举违背两国人民意愿，更不利于世界经
济。自 5 月以来，无论往来密切的中美工商界人
士，还是担心破产的美国农民，中美民间反对加
征关税的呼声此起彼伏，有力证明了中美合则两
利、斗则俱伤。

此番加征关税消息一出，美股全线下跌，
国际社会也有言论担心，贸易紧张局势升级或将
令全球经济和供应链日益承压，加之今年二季度
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种种迹象显示，美若继续肆
意妄为动辄施加关税威胁，根本解决不了美国农
场主和“铁锈带”蓝领工作的问题，只会损人不利

己，把自己也带入“死胡同”。

中美经贸磋商之路注定曲折复杂。一年
多的中美经贸磋商表明，中美经贸问题具有长
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分歧是客观存在的，而
磋商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就是在互相试探、认
知中不断靠近彼此的利益平衡点的过程。要用
平常心看待磋商中的打打谈谈，关键要拿出更
多诚意和行动推动解决问题，而不是动辄施
压、激化分歧。

合作始终是中美最好的选择。从 6 月底
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到 7 月底上海重启第十二
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进展来之不易，双方
要珍惜前期付出的努力。中方近期已根据市
场需求从美国采购一批农产品，包括大豆 13
万吨、猪肉及制品 4 万吨、高粱 12 万吨等，这
是中方落实中美元首大阪会晤重要共识的诚
意和务实之举。希望美方能及时纠正错误，以

更加务实理性的态度，在“平等和相互尊重”

基础上与中方相向而行，尊重彼此的核心关
切，回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自今年 5 月以来，中方一系列坚决回应已
表明态度：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
必要时不得不打。任何唯我独尊、自我优先、损
人利己的做法都是不得人心、不受欢迎的，面
对恐吓威胁，中方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也
会坚守原则底线，绝不作出不应有的让步。

同时，历经一年多来的经贸摩擦斗争，中
国经济、社会和民众心理承压能力都大大增
强。不管未来磋商取得怎样结果，中国都会从
容淡定应对风险挑战。走过 70 年发展历程，今
日之中国已非过去，中国经济不怕打、也打不
垮，因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是我们的底气所
在，坚定办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根本应对
之策。 (记者韩洁)新华社北京 8 月 2 日电

美又施关税威胁 背离正轨更解决不了问题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1 日电(记者
刘品然、刘阳)美国
百名专家学者及政
商界人士曾于 7 月
初在美国媒体上发
表一封题为“中国
不是敌人”的公开
信，美国前副总统
沃尔特·蒙代尔 8
月 1 日在这封公开
信上签名以示支
持。

发布这封公开
信的网站当天新增
了蒙代尔签名。现
年 91 岁的蒙代尔
1977 年至 1981 年
出任美国副总统，
并于 1 9 9 3 年至
1996 年担任美国
驻日本大使。

美国《华盛顿
邮报》网站 7 月初
刊登美国百名专家
学者及政商界人士
致总统特朗普及美
国国会议员的联名
公开信。公开信发
表后不断有美国学
者、政商界人士继
续签名以示支持。
目前在这封公开信
上签名的美国各界
人士人数已较最初
增加了近一倍。

信中说，美国
需要回应来自中国的挑战，但美国目前的对
华政策只会适得其反。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
并试图让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的做法，将损
害美国的国际角色与声誉，也会损害世界各
国的经济利益。美国的反对无法阻止中国经
济发展、无法阻止中国企业扩大在全球市场
的份额，或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

信中同时指出，美国不可能在不损害自
身利益的情况下大幅减缓中国发展的步伐。
如果美国迫使盟友将中国视为经济和政治
敌人，这将削弱美国与这些盟友的关系，而
最终被孤立的或将是美国而非中国。

信中还指出，对于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
全球领导者的恐惧被夸大了。事实上，中国参
与国际体系对维护该体系以及各方在气候变
化等共同问题上采取有效行动都至关重要。

这封信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
林、美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
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美国务院前代理助理
国务卿董云裳和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傅高
义执笔。

 8 月 1 日，交易员
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
作。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 1
日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
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
交易日下跌 280 . 85 点，
收于 26583 . 42 点，跌幅
为 1 . 05% 。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指数下跌 26 . 82
点，收于 2953 . 56 点，跌
幅为 0 . 90% 。纳斯达克综
合指数下跌 64 . 30 点，收
于 8 1 1 1 . 1 2 点 ，跌幅为
0 . 79% 。

新华社记者王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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