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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美消費者成贏家
《華盛頓郵報》評兩國重啟貿易談判：

「中美元首同意重啟兩國經貿磋商」消息熱度還
未從大阪消退，中國政府旋即發佈新版的全國外資
准入負面清單、自貿區外資准入負面清單以及鼓勵
外商投資產業目錄，迅速成為全球貿易討論焦點。
有內地學者向自明表示，「這三份擴大開放的重磅
文件，為外資進入中國清障擴路。」
外界總有猜疑，中國擴大開放，是否為換取美國

停戰的被迫之舉？學者笑着解釋：「絕對不是。這
次出台的外資准入新政策，早已列入今年政府工作

清單。而在前一年年底啟動修訂工作，
第二年年中出台新版政策

文件，是最近幾年的慣常安排。」自明查閱發現，
去年中國第一次單獨制定《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
單》，便是6月28日對外發佈。今年以來，有關部
門多次預告新版負面清單修訂進程，並承諾在上半
年出台。
學者指出：「這次發佈的三份文件，雖是搭上上

半年出台的末班車，但政策力度之大，超乎外界預
期。僅隔一年，中國再壓減負面清單近兩成，又加
長鼓勵投資的正面清單，用實際行動向國際社會展
示中國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的決心。而且，中國
主動開放與美國『關閉大門』形成鮮明對比，這份
包容發展的勇氣與豪氣，正是中國應對貿易戰的底
氣和實力，更給在華外資一顆定心丸。」
雖然G20峰會釋放出中美貿易摩擦暫緩信號，但

外界普遍認為，此時樂觀為時過早。隨着中國崛
起，美國對華戰略已發生根本轉變，中美雙邊摩擦

注定長期化、複雜化，打打停停將是常態。「中國
已成為對外依存度顯著下降的新興市場大國，只要
應對得當，中美貿易摩擦不能遏制中國崛起的步
伐，而應對貿易摩擦的關鍵一招，正是加快改革開
放。」學者表示。
去年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中國明顯加快加大對外

開放的步伐和力度，修訂負面清單，大幅放寬外資
准入，全面推進內外資企業平等待遇，實行備案為
主的投資管理方式等等。學者指出：「這釋放的信
號是，中國政府把吸引外資放在更重要的政策層
面，希望在應對貿易戰、推動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
展，外資發揮更大作用。」
學者還指出，「分析中國經濟，中國應對挑戰的能

力是必須重視的觀察點。中國擁有41個大類、191個
中類、525個小類的工業部門，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
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這一點，

連美國也做不到；中國還有可大規模流動的普通勞動
力，由4億中產人士構成的龐大內需，這些足以令中
國在轉型期提供巨大的推動力和抗逆力。」
內地有一種意見認為，現在即使有人要與中國經

濟「脫鈎」，中國也不怕，中國完全可以關起門來
自力更生搞建設。學者表示：「持此論者，大錯特
錯。中國是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受益者。對於中國
來說，最基
本的一條國
策，是堅持
對外開放不
動搖，而且
門會開得越
來越大。」

無懼貿戰晴雨 中國對外開放把穩舵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指出，儘管目前評估脆弱的貿

易休兵仍為時過早，但中國是這場戰役
的贏家無庸置疑，特朗普同意不會對剩
餘的3,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
稅，還同意放寬對華為的部分限制。作
為交換，中國同意恢復進口美國農產
品，但這是中國一直想要的。

華府鷹派淪輸家
報道稱，特朗普表示將放寬對華為
的限制，對華為來說是一大勝利。因
為特朗普推翻幕僚、甚至是共和黨參
議員的意見，這也意味着特朗普願意
讓華為成為貿易談判的一部分。
《華盛頓郵報》分析，美國零售
商、消費者與華爾街也是這次會談的
贏家。沒有進一步的關稅加徵意味着

零售商的進口成本不會增加，消費品
價格也不會隨之上揚，華爾街投資人
也期待這個結果。

民主黨亦為輸家
至於最大輸家，無疑是特朗普政府

與國會的對中鷹派。許多擔憂中國影
響力日益擴大，對美國經濟與國家安
全帶來挑戰的政府官員很難滿意這樣
的結果，這包括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Mike Pompeo）與白宮貿易顧問納
瓦洛（Peter Navarro）。

美國國會鷹派也對這結果不滿。美
國聯邦參議員盧比歐（Marco Ru-
bio）與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
（Chuck Schumer）都對特朗普在貿
易談判中對中國示弱表示震驚，特別
是對華為的讓步。
盧比歐發推文，揚言將透過立法把

對華為的限制全部放回去，而且會高
票通過。舒默也發推文說，若特朗普
退縮，會大幅降低美國改變中國不公
平貿易的能力。
此外，民主黨也是華郵認為的輸

家。一直以來，尋求明年代表民主黨
角逐2020年總統大位的參選人都對
特朗普貿易政策不假辭色，認為特朗
普使用關稅達成目的是錯誤的方式，
若特朗普決定不對中國加徵高額關
稅，減輕消費者痛苦，將使他們少了
批評特朗普的立論依據。
另一方面，特朗普本人是輸是贏則尚

難評判。《華盛頓郵報》指出，重啟談
判有利於市場與經濟，特別是明年將進
入選舉年。但他對中國讓步太多，特朗
普似乎非常渴望與中國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中美同意重

啟貿易談判，《華盛頓郵報》

指出，中國與華為贏得這場戰

役，華府對中鷹派及民主黨是

輸家。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

總統特朗普6月29日在日本大

阪會談後同意，中美恢復中斷

7周的貿易談判，美國將暫停

對剩餘的中國輸美貨品加徵關

稅，特朗普並稱將減輕對中國

電信巨頭華為的制裁。

國際輿論熱評習特會
新加坡《聯合早報》：雙方就存在衝突的議題進行
了廣泛溝通，除了貿易戰，也談到了台灣和朝鮮問題。
在當下中美缺乏高層級頻繁溝通對話渠道的情況下，中
美元首會晤為兩國關係發揮了重要的戰略引領作用。

英國《金融時報》：貿易問題是今年G20大阪峰會
的主要焦點。G20領導人一直在密切關注世界兩大經濟
體間的元首會晤，期望結束這場「痛苦的貿易戰」。此
次會晤試圖為這場導致中美數千億美元出口商品被針鋒
相對加徵關稅的貿易爭端找到解決方案。

美國《華爾街日報》：美中領導人尋求重啟陷入困
境的美中貿易談判。外界普遍認為，此次會晤是特朗普
在對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25%的新關稅之前，為
讓談判重回正軌而作出的努力。部分美國企業此前已表
示，新關稅會令消費者面臨更高的價格，擾亂長期以來
建立起的供應鏈。

俄羅斯《獨立報》：中美在貿易領域的「對抗」繼
續升級不符合雙方利益，因此兩位領導人在大阪展現出
最大限度的謹慎態度。

日本《朝日新聞》：中美貿易摩擦被視為世界經濟
最令人擔憂之處。本次大阪峰會聚焦世界經濟，也希望
中美能夠努力尋找到符合雙方利益的契合點。

西班牙埃菲社：此次G20大阪峰會力爭在貿易問題
上採取切實行動，而非僅僅再次呼籲緩和貿易關係緊
張。中美元首的這場會晤是非常受歡迎的舉措。

■來源：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早報》報道，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指出，二十國集團領
導人峰會雖發佈了聯合公報，卻未能在
環境問題、多邊體系和中美摩擦等核心
課題上取得顯著進展，令人擔憂。「事
實上，與去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相
比，各方立場更為強硬。」
李顯龍表示，與四五年前相比，局

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G20領導
人峰會上雖然也會湧現不同觀點，但
主要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
分歧。如今，這些分歧甚至存在於發
達國家之間。
他指出，美國很大程度上已走上自

己的道路，其他國家在許多課題上的
立場也不一致。例如，全球關注的環
境問題，對歐洲人而言尤其關鍵，因
為他們把該課題作為一個政治旗幟來
站隊。
李顯龍認為，G20面臨的是非常難
以解決的課題，他不認為這些課題可
通過峰會解決，但希望各方能通過峰
會，至少了解彼此的立場，假以時日
達成更廣泛的共識。
他也說，在貿易課題上，儘管少數

國家對多邊貿易體制持保留態度，但
許多領導人仍強烈贊成改革世界貿易
組織，「以加強和維護這個我們所依

賴的體系」。「這是有幫助的，它雖然沒有足
夠力量將我們推過終點線，但至少推動我們朝
正確的方向發展。」
李顯龍提醒，新加坡須為未來的不確定性做

好心理準備。「日後將有許多曲折起伏，和一
次又一次響起新警鐘。每當逢凶化吉時，我們
會感到寬慰，但經過一段時間後，又將出現進
一步的轉折。我們必須做好心理準備，並自我
防衛以度過這段不確定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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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大阪
峰會29日落下帷幕。峰會通過宣言，表
示G20致力於實現自由、公平、非歧視
性、透明、可預見、穩定的貿易和投資環
境，支持對世界貿易組織進行必要改革。
昨日中央廣電總台「國際銳評」文章指出，
峰會期間，習近平主席就推動構建相互尊
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
構建有利於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更
好發展的開放型世界經濟，政治解決地區
熱點問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議題，

與各國和國際組織領導人進行了深入探討，
所提出的理念、建議、措施，給籠罩在經
濟和安全雙重不確定性之下的國際社會注
入了信心，為全球治理改革指明了路徑。
值得關注的是，習近平主席同美國總統

特朗普再次舉行會晤，兩國元首同意推進
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
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重啟經貿磋
商，美方不再對中國產品加徵新的關稅。
會晤所釋放出的積極信號，順應兩國民意，
符合全球期待，有利於緩解市場緊張情緒。

文章進一步指出，支持多邊主義是與
會各國與國際組織領導人在大阪頻頻發
出的信號。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認
為，當前國際形勢正處在關鍵時刻，貿
易領域和海灣形勢出現緊張，世界面臨
促進多邊主義、遵守法治意願不足的情
況。他表示，中方「一帶一路」倡議和
中非合作「八大行動」與「非盟2063
年議程」、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
議程高度契合，形成了推動非洲發展的
合力。俄羅斯總統普京則批評美國單邊

主義和缺乏支撐世界秩序的規則，使一
些地區緊張局勢「一觸即發」。顯然，
捍衛多邊主義和國際秩序成為大阪峰會
最強烈的呼聲。
文章最後強調，峰會成果如何落實，

無疑將成為國際社會重要關注點。各成
員唯有胸懷共同未來、堅持夥伴精神，
方能抗衡各種不確定性、不穩定性，為
全球經濟增強信心、給人民帶來希望。
對中國而言，繼續辦好自己的事，實現
高質量發展，仍將是最堅定的行動。

央廣電：G20發出支持多邊主義強音

2019 年大連夏季達沃
斯論壇如約而至。7月1
日至3日，來自100多個
國家的1,900餘名政商學
界和媒體代表聚焦「領導

力4.0：全球化新時代的成功之道」，
為在當今世界大變局下應對全球化新挑
戰、推動全球化新發展把脈尋方，引發
廣泛關注。
韓國成均館大學成均中國研究所所長
李熙玉說，逆全球化、孤立主義和單邊
主義與全球化大趨勢背道而馳。放眼世
界，全球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孤立存在，
全球化大勢無人可擋。隨着第四次工業
革命時代到來，全球產業結構和佈局有
必要得到進一步優化調整，各國應進一
步參與到開放性平台的建設當中。

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商學院教授漢斯．
亨德里施克說，全球化目前面臨的主要
挑戰之一是不平等問題，包括國家之間
和國家內部的不均衡，應促進發展中國
家更好地融入全球化進程中，令全球化
更可持續地發展。
菲律賓黎剎大學系統政治學院院長梅
達多．邦比塔認為，堅定走全球化道
路、提升全球領導與治理能力，是解決
當前全球化發展失衡、失序的一劑良
方。
英國杜倫大學金融學首席教授、中國

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郭傑說，為應對數
字貿易時代到來，各國需做好軟硬基礎
設施建設，保障人力資源投資，加強知
識產權保護，完善貿易政策和規制框
架。

經過12年的發展，
夏季達沃斯論壇已成
為全球首屈一指的盛
會，為在當今力量多
極化、理念多元化的
世界中開展交流提供
了絕佳平台。本屆論
壇重點探討如何打造
以科技為導向、更可
持續和更具包容性的
合作體系，世界經濟
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
席克勞斯．施瓦布如
此描述。
據悉，本屆論壇期間將召開約200場

會議和研討會，並將發佈一系列研究報
告和聲明。世界經濟論壇大中華區首席

代表艾德維說：「我們將匯聚世界頂尖
創新者，共同制定富有創意的解決方案
和獨具特色的合作關係，攜手應對人類
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 ■新華社

大連達沃斯尋包容發展新路徑
 &

■■20192019年大連夏季達沃斯論壇年大連夏季達沃斯論壇
於於77月月11日至日至33日舉行日舉行。。新華社新華社

■■中美同意重啟貿易談判中美同意重啟貿易談判，《，《華盛頓郵報華盛頓郵報》》指出指出，，
中國與華為贏得這場戰役中國與華為贏得這場戰役，，華府對中鷹派及民主黨華府對中鷹派及民主黨
是輸家是輸家。。圖為習近平與特朗普會晤圖為習近平與特朗普會晤。。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