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媒稱中巴關係日益密切
「一帶一路」靠什麼吸引世界？
一是本質。「一帶一路」抓住了「發

展」這個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發展
中國家沒有發展起來，發達國家則是發
展動力不足。換言之，發展是當今世界
面臨的共同難題，貧困、貧富差距都需
要用發展來解決。發展是解決安全問題
和全球治理問題的根本，日益成為國際
共識。更關鍵的，發展導向成為新型全
球化的主流理念。展望未來，「一帶一
路」將發揮推動相關各國實現經濟政策
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
區域合作、增進相關各國人民人文交流
與文明互鑒等作用。
二是內涵。「一帶一路」牽住了世界

經濟發展的「牛鼻子」：基礎設施。基

礎設施互聯互通充分展示了中國的新比
較優勢。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估計到
2020年，發展中國家每年基礎設施建設
投入將達到2萬億美元。「要致富，先
修路」，這種中國經驗對其他發展中國
家具有普遍吸引力。

共商共建共享 體現「帶路」魅力
三是方式。「一帶一路」倡導的開放包

容、戰略對接等理念符合世界各國的共同
利益。「一帶一路」倡導戰略對接，將發
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最廣泛地
連接在一起，真正實現東西、南北、中
外、古今的大融通。「一帶一路」的開放
包容理念適應了世界的多樣性。「一帶一
路」建設恪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

堅持開放合作、和諧包容、市場運作和互
利共贏，歸納為3個詞就是共商、共建、
共享。這是「一帶一路」魅力的重要體
現。
當然，「一帶一路」的魅力還在於集

中展示了中國五千年文明的魅力，在於
中國走出了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發展道路
的魅力，以及改革開放的魅力。去年
底，筆者訪問黎巴嫩時，黎方說，21世
紀不是中國世紀嗎？中國世紀來臨的標
誌，就是「一帶一路」。他們感慨說，
黎巴嫩和其他阿拉伯國家如果不抓住
「一帶一路」
機遇，就抓不
住21世紀的機
遇。

「一帶一路」吸引世界目光

外媒指調查行動短期難改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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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時間8月1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
總統備忘，指令美貿易代表決定是否就

中國有關法律、政策、實踐或做法可能不合理
或歧視性地損害美國知識產權、創新或技術發
展展開調查。同日，美貿易代表發表聲明，表
示將進行全面調查，並根據需要採取措施以保
護美國產業的未來。
該新聞發言人稱，中方對此表示嚴重關
切。「301」制度自面世以來，就具有濃厚的
單邊主義色彩，一直為其他國家所反對。美
方已經向國際社會作過承諾，以符合世貿規
則的方式執行該制度。我們認為，美方應該
嚴守承諾，不要成為多邊規則的破壞者。
「美方應珍惜當前中美經貿關係良好的局面
和合作態勢，美方的任何貿易保護主義做法
必將損害雙邊經貿關係及雙方企業利益。」
該新聞發言人說。

華限制性措施6年少65%
近年來，中方積極擴大開放，努力改善外
商投資營商環境。中方多次主動修訂《外商投
資產業指導目錄》，目前限制性措施僅剩63
條，比 2011 年版縮減 117 條，降幅高達
65%。中方一直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持續
完善立法，不斷加強知識產權行政和司法保護
力度，積極開展知識產權國際合作和交流，取
得的進步和成效有目共睹，也得到了國內外各
方的高度認可。
該新聞發言人表示，希望美貿易代表尊重
客觀事實，慎重行事。如果美方不顧事實、不
尊重多邊貿易規則而採取損害雙方經貿關係的
舉動，中方絕不會坐視，必將採取所有適當措
施，堅決捍衛中方合法權益。

前白宮貿易顧問、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
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查德．鮑恩日前表示，美
國應尋求通過世貿組織規則而非「301調查」
等單邊制裁工具來解決對華貿易爭端。

學者指動用理由不充分
對此，鮑恩表示，雖然上世紀80年代和90

年代初美國政府曾頻繁使用「301調查」工
具，但如今的世界與那時相比已大不相同，特
朗普政府動用「301調查」的理由並不充分。
「雖然沒有正式的協議要求美國必須停止使用
『301調查』，但對美國來說確實沒必要再度
使用這項法律條款，因為世貿組織已擁有有效
的爭端解決機制。」他說。
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美國貿易代表邁克爾．

弗羅曼日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奧巴馬政府
傾向於跳過「301調查」程序，直接向世貿組
織提出貿易訴訟。鮑恩指出，不僅奧巴馬政
府，小布什政府和克林頓政府都傾向於這麼
做，將世貿組織作為改變其他國家政策的渠
道。在鮑恩看來，如果特朗普政府發起「301
調查」，將會加深外界對其拋棄美國幾十年來
支持的基於規則的貿易體系和國際合作承諾的
擔憂。
鮑恩還擔心，如果美國可以聲稱進口鋼鐵
和鋁產品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那麼「基本上
任何國家都可以說任何進口產品對其國家安全
構成威脅，然後施加貿易壁壘」，這樣，全球
貿易協定將變得毫無意義。鮑恩認為，特朗普
政府當前面臨的最大政策缺失是尚未真正接觸
世貿組織。他強調，單邊制裁工具並不能達到
預期目標，系統性的貿易問題最好拿到世貿組
織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路透社、中央社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授權對中國展
開調查，這是特朗普政府首度對中國祭出直接
貿易措施。不過，路透社的報道認為，這項措
施短期內不致帶來改變。該報道又認為，白宮
和美國商業游說團體宣稱，中國的行徑對美國
企業和就業造成傷害。
中國貿易政策專家指出，前置時間長讓北
京當局不會被外界認為屈服在報復威脅壓力
下，討論華府所提議題。雖然特朗普競選時一
再批評中國貿易行為，但上台迄今尚未採取任

何重大行動。儘管一再放話要採取行動，特朗
普政府仍未點名中國為匯率操縱國，並推遲對
輸美鋼鐵和鋁展開廣泛的國安調查。
報道引述TS Lombard顧問公司分析師Jon-
athan Fenby的說法，指中國對和美國的短期
貿易解決方案沒興趣，將抗拒「讓他們綁手綁
腳的企圖」。美國資訊科技業協會主席Dean
Garfield聲明表示：「美中雙方應該利用未來
幾個月時間，在11月APEC峰會前，特朗普
和習近平預期舉行的會談前，解決引發雙邊貿
易摩擦的議題。」

儘管中國多次喊
話，美國總統特朗普
仍指示貿易代表萊特

希澤（又譯作萊蒂澤）對中國在技術轉
讓等知識產權領域的政策行為進行審
查。這一決定或將給世界第一和第二大
經濟體之間乃至全球貿易蒙上陰影。

美國為何做此決定？
「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完全服務於『美

國優先』，在經貿合作中從『先共同把
蛋糕做大，再考慮如何分配』的合作博
弈，轉向『先從本國利益出發分割蛋
糕，不考慮如何做大』的對抗博弈。」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
長白明說。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

際貿易研究室主任東艷表示，美國新貿
易觀念強調「絕對公平」，不僅要求本
國企業和其他國家處於相同的競爭環
境，還要求其他國家的關稅水平和開放
程度向美國看齊。在此情況下，美方的
貿易政策實際上是希望通過單方面施壓
等方式，在短期內迅速降低美國面臨的
貿易壁壘，減緩本該自身進行國內調整
的壓力。

「絕對公平」是最大不公平
但事實上，不同國家貿易關稅差異和

自身發展水平有關。國家越發達，貿易

自由化水平就越高。美國所追求的「絕
對公平」，恰恰是最大的不公平。用中
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
員蘇慶義的話說，這種貿易觀點「極易
使其在發動貿易戰的路上越走越遠」，打
擊報復其他對美保持貿易順差的國家。
據官方數據，2017年前7個月中美貿

易總值2.18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超
過20%，在中國外貿總值中所佔比重為
14.1%，距佔比與排名第一的中歐貿易
只差1%。本來，如果保持這個速度發
展下去，美國超越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
貿易夥伴只是時間問題。現代國際關係
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原所長陳鳳英認
為，如今美方橫生枝節，對正加速發展
的中美經貿合作意味着更多不確定性。
在白明看來，美國此舉破壞了兩國經

貿合作近幾個月來的良好氣氛，是在
「趁熱潑冷水」，將使中美貿易蛋糕越
做越小，「甚至有滑向貿易戰的可
能」。

■中新社

美啟對華貿易調查 中方絕不坐視
特朗普簽署行政指令 美專家憂世貿規則淪空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總統備

忘，將對中國發起貿易調查一事，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昨日發表談話稱，

望美國遵守對世貿規則的承諾，若美方不顧事實採取舉動，中方絕不會坐

視，將會採取所有適當措施，堅決捍衛中方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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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氏「美國優先」合作轉向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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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爾學會「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王義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軍網報道，昨日
下午，中央軍委委員、軍委聯合參謀部
參謀長房峰輝在北京八一大樓與美軍參
謀長聯席會議（參聯會）主席鄧福德

（Joseph Dunford）舉行會談。雙方共
同簽署了《中美兩軍聯合參謀部對話機
制框架文件》。鄧福德在會談中表示，
兩軍要增進互信，減少誤判和摩擦。

房峰輝說，習近平主席
與特朗普總統高度重視發
展兩軍關係，共同規劃了
兩軍關係發展的藍圖，指
明了兩軍合作的方向。合
作是中美兩國唯一正確的
選擇，中美兩軍完全能夠
成為很好的合作夥伴。中
美兩軍要把兩國元首達成
的重要共識貫徹落實好，
把中美兩軍關係穩定發展

的態勢保持好，把兩軍在共同利益領域
的合作維護拓展好，把影響兩軍關係發
展的不利因素妥善處理好。中國軍隊願
與美方共同努力，加強戰略溝通，增進
戰略互信，深化務實合作，妥處矛盾分
歧，有效管控風險，推動兩軍關係持續
穩定發展，成為兩國關係的重要穩定因
素。
鄧福德表示，美方願與中方一道，按

兩國元首規劃的框架和達成的共識，共
同尋求擴大合作領域，致力於推動兩軍
關係取得更大進展。雙方還就台灣、南
海、朝核等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
見，並共同簽署了《中美兩軍聯合參謀
部對話機制框架文件》。

美軍參聯會主席訪京 冀兩軍增互信 ■■汪洋汪洋（（左左））昨日與昨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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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正在尼泊
爾訪問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昨日同尼
泊爾副總理兼聯邦事務與地方發展部長加查
達爾舉行會談，雙方共同出席了雙邊合作文
件簽字儀式。前一天，巴基斯坦總統侯賽因
在伊斯蘭堡會見汪洋。侯賽因說，巴中是
「鐵桿朋友」，巴方將繼續在涉及中方核心
利益問題上給予中方堅定支持，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巴中經濟走廊建
設。
印度媒體極其關注汪洋此次行程。據《環
球時報》引述印度《第一郵報》14日稱，自6
月洞朗對峙以來，印度必須注意中國一再提及
克什米爾。而中國副總理在巴基斯坦獨立日訪
巴是兩國關係日益密切的另一個指標。《印度
教徒報》引用巴基斯坦外交人員的話說，這次

訪問顯示中國最高層對中巴「全天候夥伴關
係」表達的特殊姿態。

尼泊爾對印好感下降
《印度快報》14日評論稱：「印中邊界對

峙之時，中國在尼泊爾擴大影響力並非好兆
頭；而『一帶一路』也是尼泊爾減少過分依賴
印度經濟貿易政策的機會。」亦有印度媒體指
出，鑒於中印邊界局勢愈趨緊張，汪洋「將不
可避免地談及中印邊界局勢，甚至會試探中印
一旦發生戰爭後巴尼兩國的態度，商討可能來
自兩國的協助」。但參考消息網稱，《印度快
報》也承認，印度已失去了尼泊爾的好感，雖
然洞朗問題升級將對尼泊爾的生活與經濟產生
不利影響，但印度不能確保尼泊爾在這個問題
上支持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