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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製造對立 毒化中美關係
王毅揭美一些勢力頻頻極不負責地無端指責中國王毅揭美一些勢力頻頻極不負責地無端指責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

社報道，當地時間9月24

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

王毅在紐約會見美中關係

全國委員會、美中貿易全

國委員會負責人，就中美

關係、中美經貿合作等問

題深入交換了意見。王毅

說，近一段時間美國對華

政策中的消極面明顯抬頭，一些勢力在經貿、安全等領域頻繁對中國進行無端指

責，人為製造對立情緒，毒化兩國關係氛圍。這種作法既不符合事實，也極不負

責任，如果任其發展，將使中美關係40年來取得的成果毀於一旦，這顯然對中美

兩國不利，對全世界也不利。

王毅表示，中美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
國家。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和聯合國安

理會常任理事國，兩國關係能否健康穩定發
展，不僅對我們兩國和兩國人民至關重要，對
維護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也不可或缺。中美即
將迎來建交四十周年。中國先賢孔子說，「四
十而不惑」。對於中美關係來說，過去40年雙
方得到的最重要經驗就是，合作才能雙贏，對
抗勢必雙輸。越是在遇到問題、受到干擾的時
候，雙方就越要堅定不移地沿着合作的方向往
前邁進。

中國無意尋求貿易順差
王毅說，中美經濟已經高度融合，兩國經貿合

作給雙方業界和消費者都帶來了巨大利益。現在
居然有人聲稱要切斷中美之間的經濟聯繫，這既
不現實，也是有害的。中美分別是最大的成長中
市場和成熟的市場。中國市場實際上與每一個美
國家庭的生計都息息相關。如果雙方能積極合
作，美國經濟可以從中國市場獲得持久的活力，
中國也可以通過美國市場助力自身的發展。
王毅指出，中國無意尋求貿易順差，也願意通

過協商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但對話應當建立在
平等和誠信的基礎上，不可能在威脅和壓力下進
行。美方在新一輪對話前夕啟動更大規模的單邊

徵稅行動，只能說明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
王毅感謝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和美中全國貿易

委員會人士長期以來為推進中美合作所作的努
力，希望大家為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和中美互利
共贏的合作發揮積極作用。

美商界不贊同加徵關稅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負

責人表示，良好的美中關係符合雙方根本利益。
過去40年來，美中雙方都從兩國關係與合作中
獲益匪淺。絕大多數美國工商界人士都不贊同通
過加徵關稅來解決當前面臨的問題，而試圖把對
方定義為敵對力量的言行更是錯誤的。美中雙方
當前尤需加強對話，增進相互理解，並通過協商
解決雙邊關係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從長遠看，雙
方更需要超越貿易等具體問題，就兩國關係的長
遠發展進行戰略性溝通。
美方表示，美中經貿合作長期以來是雙邊關係

的穩定力量，美國工商界一直是美中關係的堅定
支持者。美國工商界真誠希望通過更加務實的對
話，包括推動商簽雙邊投資協定等建設性方式解
決兩國經貿關係中的結構性問題。美中關係全國
委員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願繼續發揮自身作
用和影響力，推動美中關係在正常軌道上持續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委
員兼外長王毅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
間會見加拿大外長弗里蘭。雙方着重就
國際經貿領域熱點問題交換了看法。
王毅強調，當今世界單邊主義和保護

主義抬頭，國際社會長期奉行的多邊主
義面臨嚴峻挑戰。中國堅定支持自由貿
易，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貿易體
系。如果國際規則遭到破壞，世界將重
回叢林法則，各國都會深受其害，中小

國家首當其衝。中加在維護多邊主義方
面立場相近。當前形勢下，我們應當和
多國一道，共同發出堅持多邊主義、遵
守國際規則、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
心的多邊貿易體系的聲音。
王毅說，中方贊同世界貿易組織應與時

俱進。同時我們認為，改革應有利於維護
世貿組織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有利於
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和合理關切。
世貿組織改革涉及所有成員切身利益，應

堅持充分協商，尋求最廣泛共識，這樣才
能贏得國際社會的有力支持。
弗里蘭表示，加拿大重視對華關係，
致力於深化對華合作。加拿大贊同維護
多邊主義和多邊體系，這對加拿大十分
重要。世界不能再重回叢林法則。加拿
大將繼續在國際事務中主張國際法治和
多邊規則，主張在平等及相互尊重的前
提下協商解決爭端。加方願就世貿組織
改革問題同中方保持密切溝通。

晤加國外長：世界不能重回叢林法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福特
汽車公司的一位高級管理人員表示，福
特正在加緊制定計劃，增加在中國工廠
生產的林肯系列汽車。美國雅虎新聞網
報道稱，此舉是為了應對美國方面挑起
的貿易戰，因為這使得從美國進口的汽
車在中國市場更加缺乏吸引力了。
福特全球運營副總裁約瑟夫．希里斯

表示，這是目前處理中美貿易摩擦的簡
便解決方案。他說：「我們長期以來一
直在呼籲平等和自由貿易，我們將繼續
鼓勵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通過符合共
贏的方式解決分歧。」
約瑟夫認為，中美之間的談判會繼續

下去。
他解釋道，不斷增加的關稅讓未來的

經營計劃陷入了困境，向中國出口汽車
將面臨40%的關稅，而現在已經幾乎沒
有從美國進口汽車的大訂單了。
他說：「中國市場是我們的核心業務

所在。」
此前，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在推特上吹

噓，福特汽車將會把生產線轉移回美
國，美國人將開上美國產的美國車。
但是不久後就被福特公司打臉。福特

表示，目前沒有在別處重新生產福克斯
Active的計劃。福特從2018年8月31日
起取消在華生產福克斯Active出口到美
國的計劃，認為特朗普對中國生產的汽
車加徵25%的關稅削弱了汽車的利潤。

為迎合美國市場對於大容量汽車的需求，福特
將專注於卡車、跨界車和SUV等高利潤車型，
除了野馬，福特計劃在美國停止生產全部乘用
車。福特曾計劃將福克斯的生產工作轉移至墨西
哥，但2016年遭到了特朗普的指責。2017年，
福特將生產轉移至中國。

福
特
擬
在
中
國
生
產
更
多
汽
車
避
美
關
稅

■為避免美國關稅，福特正計劃增加在中國工廠
生產林肯系列汽車。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4日發表了《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
和中方立場》白皮書。新華社發表新華
時評指出，用客觀全面的數據和事實證
明，中美經貿關係中不存在「誰吃虧」
的問題，「美國吃虧論」是站不住腳
的。
文章指出，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

國際化生產普遍存在的今天，雙邊經貿
關係內涵早已超出貨物貿易，還包含了
服務貿易、雙邊投資等其他內容。中美
兩國國情不同，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不
同，其在對外經貿交往中所展現出來的
特點也各不相同。兩國經貿關係發展給
兩國帶來的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的結

果，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徵，
也是國際貿易規律和市場經濟環境共同
作用的結果。
文章進一步指出，要看到，借助中美
經貿關係的快速發展，美國獲得了跨境
投資、進入中國市場等大量商業機會，
對美國經濟增長、消費者福利、經濟結
構升級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貨物貿易方面，物美價廉的中國消

費品減少了美國民眾的消費支出，有助
於降低美國通脹率，為美宏觀經濟政策
創造了迴旋的空間；中國是一個巨大且
增長快速的市場，對華出口的快速增
長，為美國企業帶來了大量商業機會，
為美國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中國承

接了美國企業的生產環節，使得美國能
夠將更多資金等要素資源投入創新和管
理環節，集中力量發展高端製造業和現
代服務業，帶動產業向更高附加值、高
技術含量領域升級。
從服務貿易數據看，美國在服務貿易

方面佔有顯著優勢，收益更加顯現。美
國是中國服務貿易最大逆差來源地，且
逆差快速擴大。
在雙邊投資領域，美國得到好處也頗

多。一方面，中國對美投資主要集中在
製造業，這為美國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
位，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估算，2015
年中國對美投資遍佈美國46個州，為
美國國內創造就業崗位超過14萬個；

另一方面，美國在華投資企業收益頗
豐。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
2015年美資企業在華銷售額高達4,814
億美元，遠高於中資企業在美256億美
元的銷售額，美國企業跨國經營優勢更
為突出。
文章最後強調，「美國吃虧論」與

事實大相徑庭。中美經貿交往規模龐
大、內涵豐富、覆蓋面廣、涉及主體
多元，產生一些矛盾分歧在所難免。
兩國應以全局綜合的視角看待，從維
護兩國戰略利益和國際秩序大局出
發，以求同存異的態度妥善處理分
歧，務實化解矛盾。這才是解決貿易
摩擦的正道。

近日，儘管美國威
斯康星州大豆豐收在
即，農場主唐·盧茨

卻在為下一季要把大豆換成什么作物而
發愁。8,500公里外，巴西南部巴拉那州
農場主馬諾埃爾·馬克斯則像周圍其他人
一樣，準備擴大大豆種植面積。分析人
士認為，大豆市場短期會出現美國、巴

西「此消彼長」的局面，但保護主義引
起的供應鏈扭曲卻會造成多個產業經濟
成本上揚，市場不確定性增大。

美國大豆產量達峰值
65歲的盧茨長期種植大豆，曾是中美

貿易「紅利」的獲益者。
盧茨告訴記者，10年前，農場四分之

一的大豆出口至中國；現在，該比例達
到三分之一。「如果失去中國市場，我
深信這將是重大打擊」。
美國普渡大學預測，經貿摩擦將嚴重影

響美國第一大出口農產品——大豆的出口，
其中對華出口可能銳減六成以上。2017年，
中國從美國進口大豆總金額達到140億美
元，是美國大豆最大出口目的國。
出口受阻，產量卻達到峰值。據美國

農業部最新預測數據，今年第三季度美
國大豆產量將創歷史新高，達45.86億蒲
式耳。很多像盧茨一樣的美國豆農擔
心，大豆的豐收難以變成實實在在的出
口收入。

巴西大豆出口速增長
據巴西農業部統計，今年前7個月，巴

西對中國大豆出口達4,390萬噸，佔巴西
大豆總出口量的80.6％，出口額約175.5
億美元。同時，巴西市場大豆價格有所
上漲，特別是自今年4月起價格漲幅開始
加大。目前，每袋60公斤的大豆已從去
年的60至70巴西雷亞爾（1美元約合4.1
巴西雷亞爾）漲到80巴西雷亞爾。

看好中國增加巴西大豆進口的有利時
機，馬科斯決定，在下一個種植季繼續
加大投入。

供應鏈扭曲成本增加
不過，儘管巴西大豆出口行情短期看

漲，但全球化時代的國際貿易不能只考
慮一種商品或一個產業。
巴西農業問題專家、亞洲-巴西農業聯

盟首席執行官馬科斯·揚克指出，短期
看，巴西豆農似乎受益，但貿易保護主
義會造成供應鏈扭曲，對多個產業造成
影響，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在美國，政府試圖以農業補貼計劃來

彌補豆農在經貿摩擦中受到的損失，但
豆農們並不買賬。盧茨的看法具有代表
性：「我們要市場，不要政府補貼。」

美國肯塔基州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
表示，加徵關稅是對美國消費者和製造
商的懲罰性稅收。
正如全球頂尖農業專家近日在2018年

全球農業論壇中所表達的一致看法：大
豆貿易沒有「漁翁得利」，經貿摩擦沒
有贏家。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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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右排右三）在紐約會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美中貿易
全國委員會負責人。 網上圖片

■王毅（左五）在紐約會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負責人時說，近一段時間美國對華政策中的消極面明顯
抬頭，一些勢力在經貿、安全等領域頻繁對中國進行無端指責，人為製造對立情緒，毒化兩國關係氛圍。 新華社

■今年第三季度美國大豆產量將創歷史新高，但大豆的豐收難以變成實實在在的出口
收入。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