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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對華關稅幾由美方買單
進口商需付更高價 紐約聯儲指美家庭每年將多花逾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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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環球網、中新社及《華爾街日報》報道， 華盛頓當地時間23日，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公佈的一項研究發現：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幾乎完全」由美國進口商承擔。這

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此前宣稱「加徵關稅是在充實美國國庫」的說法再次出現對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

發表的一篇報告也顯示，每個美國家庭平均每年將因此多花831美元（約6,521.94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財經網及中新社消
息，國家知識產權局商標局網站24日顯示，
華為已申請「華為鴻蒙」商標，申請日期是
2018年8月24日，註冊公告日期是2019年5
月14日，專用權限期是從2019年5月14日
到2029年5月13日。
據《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華為消費者
業務CEO余承東21日透露，最快今年秋
天，最晚明年春天，華為自己的OS（操作
系統）將可能面市。「我們願意繼續使用谷
歌和微軟，但沒有辦法，被『逼上梁山』
啊！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美圖煽動意識形態對立
針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近日涉及華為公司

的言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24日在北京
的例行記者會上指出，這些美國政客不斷編
造各種主觀推定的謊言試圖誤導美國民眾，
現在又試圖煽動意識形態對立。
有記者提問，蓬佩奧23日接受採訪時表

示，華為公司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有很
深的聯繫，讓美信息在華為網絡上流通將造
成很大風險。在被問及是否有證據證明華為
設備存在間諜問題時，蓬佩奧稱，只要把信
息交給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就構成了風險。
美正讓更多國家和公司理解華為的風險。中
方對此有何評論？
陸慷回應說，一段時間以來，部分美國政

客一再製造關於華為的謠言，但始終拿不出
各國要求提供的證據。美國國內也對美方挑
起貿易戰、科技戰造成的市場動盪、產業合
作受阻發出越來越多質疑。「於是，這些美
國政客不斷編造各種主觀推定的謊言試圖誤
導美國民眾，現在又試圖煽動意識形態對
立。」
「但這是不合邏輯的。」陸慷指出，放眼

世界，意識形態分歧並不必然妨礙國家間的
經貿、產業、科技合作。「中美建交40年
來，美國兩黨歷屆政府不正是一直同中國共
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一道持續推進、拓展、
深化各領域互利合作嗎？」他強調，事實
上，中美建交之初兩國簽署的首批政府間合
作協議就包括了《中美科技合作協定》。
另一方面，陸慷指出，棱鏡門事件也好、

阿爾斯通事件也好，都讓世人看清，所謂意
識形態的趨同，也並沒有妨礙美國對自己的
盟友採取各種不正當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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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農寧要貿易 不要華府補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在中美貿易爭端背景下，華為等中
國企業受到美方壓力，其產業鏈因此備
受挑戰。針對美方挑戰會否倒逼中國科
技企業加快自主創新能力的問題，國家
工信部副部長王志軍24日於國新辦召開
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中國
製造業要真正走向高質量發展的道路，
必須扭住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這個「牛鼻
子」，加快補短板、強弱項、填空白。
中國將立足當前、着眼長遠，引導企業
加強研發攻關和應用推廣。

王志軍說，下一步，我國將強化企業
創新主體地位，支持企業增加研發投
入。加大對各類所有制企業的創新政策
落實力度，完善以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為
主的稅收優惠政策，支持發展創投、風
投等基金，鼓勵金融機構提高製造業中
長期貸款比例支持企業創新。
此外，推動重大科研設施、基礎研究

平台等創新資源開放共享，以示範企業
為載體引導企業加大創新投入，以重點
實驗室為載體推動產學研協同創新，同
時探索有利於激發企業積極性和能動性

的新型創新模式。
王志軍說，破解關鍵核心技術難題，

要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引導和鼓勵企
業創新發展。我國將建立健全基礎研究
支撐體系和產業創新生態體系，支持龍
頭企業聯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組建產學研
用聯合體，開展核心技術研發攻關。
同時，面向一些關鍵核心技術領域，

建設集快速審查、快速確權、快速維權
為一體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切實加大
知識產權侵權懲罰力度，為產業協同創
新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

工信部：緊抓核心技術 促科企加快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路透社及《華爾街日
報》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華盛頓時間23
日宣佈將向國內農民提供160億美元的補
貼，以此抵消後者在中美貿易摩擦中遭受的
損失。但農業部部長珀杜坦言，農民寧願要
貿易，而不要援助。
據路透社報道，該計劃讓種植者和交易商

感到意外。他們原本預計，美國農業部在簡
報中會公佈大豆、生豬、玉米和其他作物的
具體補貼標準。
報道稱，農民是幫助特朗普在2016年大

選中獲勝的關鍵選民群體，但在與中國的貿
易爭端中，卻成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曾幾

何時，美國逾60%的大豆都出口到中國。
珀杜對此稱：「雖然農民會告訴你，他們

寧願要貿易，而不要援助。但在沒有貿易的
情況下，他們需要一些支持。」

貿戰若持續 勢失市場份額
但美國農民對特朗普的「好意」並不領

情。「這樣的事情若持續下去，（我們）肯
定會丟失市場份額，這是不可避免的。」伊
利諾伊州農民馬丁．斯特爾表示，「如果中
國能從其它地方買到（這些商品），為何要
從我們這裡買？」
美國全國農民聯盟主席羅傑．約翰遜也表

示：「正在進行的貿易戰，損害了我們作為
一名可靠供應商的聲譽，讓農民家庭庫存的
農作物越來越多，口袋裡的錢卻越來越
少。」
蒙大拿州民主黨參議員喬恩．泰斯特更是

毫不留情地指出，這個問題是特
朗普總統搞出來的，現在卻要美國納稅人拿
出160億美元來解決。「更有助於我們農民
的，是結束貿易戰。」他說。

美國CNBC網站當地時間23日援引IMF研究的最
新發現報道說，美國和中國的貿易糾紛已經持

續超過一年。IMF研究顯示，「因關稅上漲造成的成
本幾乎完全由美國進口商承擔，一些關稅已轉嫁給美
國消費者，其餘部分則由進口商通過降低利潤率吸
收。」該研究稱：「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關稅加徵
前）邊境價格幾乎沒有變化，關稅加徵後進口價格則
大幅上漲，與關稅幅度一致。」

雙邊貿易逆差大體不變
特朗普當地時間5月8日曾宣稱，對中國商品加徵
更高的關稅「正在充實美國國庫」，金額達到每年
1,000億美元的水平。但IMF的研究報告卻表達了不
同的看法。IMF表示，即使加徵關稅，中國和美國之
間的雙邊貿易逆差仍「大體上保持不變」。
此外，特朗普還威脅對額外3,000億美元中國輸美

產品加徵關稅。而根據IMF的說法，這可能會損害
消費者，因為企業可能將額外的成本轉嫁給消費
者。

IMF報告說，增加關稅也可能損害經濟增長，「雖
然目前對全球增長的影響相對較小，但最新的（貿易
摩擦）升級可能會嚴重挫傷商業和金融市場情緒，擾
亂全球供應鏈，並危及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預計中的
復甦。」
事實上，關於美方所謂「加徵關稅產生的成本會由

中國來承擔」的說法，近期被美國輿論多次公開質疑
和批駁。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發表的一篇報告顯示，特
朗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的最新舉措將導致物價
上漲並降低經濟效率，每個美國家庭平均每年將因此
多花831美元。
紐約聯儲銀行的報告稱，這些稅款本質上是對進
口商品徵收，將導致進口商和消費者支付更高的價
格。

將轉從他國生產商進貨
報告還稱，美國經濟勢必將受到衝擊，因為企業將
從中國以外的供應商那裡購買更多商品，但價格會比
美國對華加徵關稅前更高。這一轉變意味着美國進口

商將支付更多貨款，但多付的款項並不會流入
美國財政部。該報告指出，關稅稅率上調可能
會加快美國企業轉向其他供應商的速度。
經濟學家Mary Amiti、Stephen Redding 和

David Weinstein在報告中寫道：「這些上調的
關稅可能造成巨大的經濟扭曲，並導致美國關
稅收入減少。非常高的稅率可能導致關稅收入下
降，因為進口商將停止從一個被加徵關稅的國家
進口商品，並尋求從其他國家（效率較低）的生
產商那裡進口商品。」
經濟學家Eugenio Cerutti、Gita Gopinath和Adil

Mohommad稱：「其中一些關稅已經轉嫁給美國消
費者，例如洗衣機；而其他關稅則被進口企業以降低
利潤率的方式消化了。」
與此同時，IMF的經濟學家
們稱，迄今為止，美國對華加
徵的關稅和中國對美國加徵
的報復性關稅，對兩國貿易
平衡狀況的影響有限。

香港文匯報訊 據
第一財經報道，中國
規模最大、技術最先
進的集成電路芯片製
造企業中芯國際
(00981.HK)發佈公告
稱，已於2019年5月
24日（美國東部時
間）通知紐約證券交
易所，公司主動申請
在紐交所退市，董事
會已批准。
關於退市原因，公
告稱，此次主動申請
從紐約證券交易所退
市有多種原因，其中
包括：與全球交易量
相比，中芯國際美國
存託股份ADS交易
量相對有限；以及維
持ADS在紐約證券
交易所上市將帶來較

重的行政負擔和較高的成本
等。
不過，中芯國際稱，將繼續
履行其作為港交所上市發行人
的財務報告和其他義務。中芯
國際的證券交易將集中在港交
所。
中芯國際全稱為「中芯國際
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總
部位於上海，2000年成立，
2004年3月18日於香港聯合
交易所及紐約證交所同步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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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自研的OS（操作系統）將可能面
市。圖為觀眾在天津第三屆世界智能大會智
能科技展華為展台參觀。 新華社

■■對於華府即將發放的農業補貼
對於華府即將發放的農業補貼，，美國農民表示寧要貿易

美國農民表示寧要貿易，，不要不要

援助援助。。圖為工人在美國當地的巴旦木加工廠內工作

圖為工人在美國當地的巴旦木加工廠內工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王志軍表示，要緊抓核心技術，促科企加快自主創新。
圖為工作人員在第七屆中國（上海）國際技術進出口交易
會上介紹一款氫燃料電池無人機。 資料圖片

■IMF研究發現，美國對
華關稅「幾乎完全」由美
方承擔。圖為唐山港京唐
港區貨櫃碼頭。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