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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故伎重施 下月對三千億美元中國商品加稅10%

美國四大零售商組織華
盛頓時間周四警告稱，特
朗普威脅9月1日起要對
剩餘的3,000億美元中國
輸美產品徵收 10%的關

稅，將損害消費者購物、進一步推高價

格和限制招聘活動。
全美零售商聯合會表示，該決定是一

個蹩腳的戰略，將對美國消費者造成傷
害。沃爾瑪(WMT.N)和亞馬遜(AMZN.
O)均是該聯合會的成員。

該聯合會負責政府關係的高級副總

裁 David French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我們對政府正在加倍押注有缺陷的
關稅戰略感到失望，這種戰略已經在
減緩美國經濟增長、造成不確定性並
阻礙投資。」

將抬價消費品
另一個頗具影響力的貿易遊說團體—

零售行業領袖協會(RILA)表示，新關稅
將抬高衣服、玩具、家居等日用商品和
電子產品的價格。RILA成員包括沃爾
瑪、塔吉特(Target) (TGT.N)和家得寶
(Home Depot)(HD.N)等零售業者。

RILA國際貿易副總裁Hun Quach在
聲明中表示：「這個10%新關稅直接衝
擊消費品和家庭預算……美國家庭不應
該成為這場貿易戰的棋子。」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未立即
就零售商的抗議置評。

鞋襪經銷商協會等其他商業團體表
示，關稅可能會給招聘帶來寒蟬效應。
該團體主席 Matt Priest 在聲明中說：
「特朗普實際上是將美國的千家萬戶當

成了貿易戰談判的人質。」

對美傷害更大
美國服裝和鞋類協會(AAFA)執行副

主席Stephen Lamar表示，關稅將帶來
「嚴重破壞」。他指出，雖然特朗普將
關稅作為一項談判工具，但他之前也曾
兌現針對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威脅。
「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應該假定9月
1日關稅生效。」

他並稱該協會的會員感到震驚，驚訝
於特朗普並沒有讓剛剛恢復的美中貿易
談判向前推進，就趕忙拋出進一步的關
稅威脅。

Lamar表示，該舉措對美國消費者的
傷害程度遠大於對中國製造商。美國人
購買的服裝和鞋類分別有42%和69%產
自中國。

沃爾瑪在5月曾表示，由於中國輸美
商品關稅提高，零售價格也將上漲。該
公司稱將設法減輕此事的不利影響，措
施包括從其他國家採購商品以及與供應
商進行合作。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中美

新一輪磋商結束後，美國總統特朗普故伎重

施，再次出爾反爾。他於1日連發四條推文宣

佈，美將從9月1日起，向價值3,000億美元

的中國商品加徵10%關稅。 對此，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華春瑩強調，中國不接受任何的極限

施壓和恐嚇訛詐，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中方一

寸也不會讓。若美方加徵關稅的措施付諸實

施，中方將不得不採取必要反制措施，堅決捍

衛國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由此產生的

一切後果將全部由美方承擔。

美談判失信行為一覽
2018年5月19日
中美兩國在華盛頓就雙邊經

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象徵中
美貿戰停火。僅10天後，特
朗普政府公佈將對價值500億
美元的中國高科技及工業產品
加徵25%的關稅的清單。中國
商務部當即發表聲明，中方將
出台同等規模、同等力度的對
美徵稅反措施，並宣佈此前中
美磋商達成的所有經貿成果同
時失效

2019年8月1日
特朗普宣佈對剩下的3,000

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徵稅。特
朗普在此前6月的中美元首日
本大阪會晤時承諾不再對中國
出口產品新加徵關稅

2019年3月至5月

雙方已就大部分問題達成一
致。期間美方堅持寫入涉及中
國主權事務的強制性要求，中
方絕不退讓。5月 9日至 10
日，在第十一輪中美經貿高級
別磋商期間，美方對2,000億
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的關稅
從10%升至25%

關稅戰「蹩腳」美家庭淪「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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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廣電：這招對中國根本沒用

■美國四大零售商組織警告稱，加徵關稅將繼續減緩美國經濟增長。圖為消費者
在美國加州的一家沃爾瑪分店購物。 資料圖片

■王毅昨日出席在泰國曼谷舉行的東亞合
作系列外長會，並就個別國家在南海問題
上無端指責中國作出回應。 路透社

■中美新一輪磋商結束後，特朗普再次出爾反爾，宣佈美將對中國商品
加徵關稅。圖為早前美國採購商參加廣交會的情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在第十二輪中
美經貿高級別磋商結束後不
久，美方再次舉起關稅大棒，
威脅從9月1日起對3,000億美
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10%關稅。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發表「國

際銳評」文章指出，回顧一年
多來的中美經貿磋商歷程，一
邊談一邊施壓是美方的慣用手
段，但事實已經證明：這招對
中方根本沒用，不僅會破壞來
之不易的重啟磋商機遇，也不
利於問題與矛盾的解決。
文章分析說，過去一年多來

的事實充分證明：貿易戰沒有
贏家，加徵關稅根本解決不了
美方關切，只會損害中美雙方
和全球利益。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專家5月發表報告稱，美方所
加關稅帶來的成本幾乎全部由

美國進口商和消費者承擔。美
國商會和榮鼎集團3月聯合發佈
的報告顯示，受中美經貿摩擦
影響，2019年及未來4年美國國
內生產總值將可能每年減少640
億至910億美元，約佔美國國內
生產總值總額的0.3%－0.5%。
面對貿易摩擦升級，中國經

濟雖然承壓加大，但今年上半
年主要宏觀經濟指標全都運行
在合理區間，說明中國經濟具
有強大的抗壓性與韌勁。同
期，中國對美出口同比下降
2.6% ，自美進口同比下降
25.7%，進出口差距如此之大，
說明美國對中國出口的商品更
有可替代性，中國完全可以通
過貿易夥伴多元化來抵消加徵
關稅的影響。
所以，美方一些人別老拿要

對3,0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
徵關稅說事，中國人歷來不信
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
事。對美方挑起的貿易戰，中
國有充足的底氣應對，扛得住
也耗得起。如果美方將加徵關
稅措施付諸實施，中方將不得
不採取必要反制措施，捍衛自
身正當權益，一切後果全部由
美方承擔。
文章說，中美經貿問題錯綜

複雜，解決起來不可能一蹴而
就、立竿見影，需要時間與耐
心逐步推進。美方言而無信再
度高舉關稅大棒，不符合中美
兩國人民與世界人民利益，將
對世界產生衰退性影響。美方
應及時糾正錯誤，用平等和相
互尊重推進磋商，回到解決問
題的正確軌道上來。

特朗普在推文中聲稱，中方答應購買大量美國農
產品和停售芬太尼的承諾仍未兌現。而事實

上，中國商務部表明中國企業已經自美進口了一批農
產品。

一切後果須由美方承擔
目前，美國已對2,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25%關稅，
此前曾威脅將25%新增關稅加諸其他3,000億美元中國商
品。但在6月底兩國元首會談後，特朗普宣佈暫緩增稅。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昨日表示，美方背離了正確的軌
道，無益解決問題，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並指
一切後果將由美方承擔。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則在同日的發佈會上指責美方「出
爾反爾」，強調中方「堅決反對一方面說要談、另一方面
又實施極限施壓」之做法。華春瑩表示，美方希望通過貿
易戰來解決自身國內的問題，「無異飲鴆止渴」。

美背離元首會晤共識
中美本周在上海進行了為期兩天的貿易談判，雙方也
已同意九月在華盛頓舉行新一輪的貿易談判。在美國將
對中國加徵新一輪關稅背景下，下一輪磋商能否如期舉
行？
對此，華春瑩表示，中方對於中美經貿磋商問題的立

場是始終如一的，中方付出的努力和誠心也是始終如一
的。但是任何談判和磋商都必須要基於平等和相互尊重
的基礎之上，結果必須是互利共贏的。
華春瑩指出，不久前，中美兩國元首在日本大阪會晤

時都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重啟經貿磋商，美
方不再對中國的產品加徵新的關稅。「言猶在耳，上海
磋商也剛剛結束，美方剛剛又宣佈將進行新一輪的加徵
關稅，這顯然是與大阪元首會晤共識不符，背離了正確
軌道，也再次讓世界見識到美方的出爾反爾、言而無
信。」

學者：中國擬另闢蹊徑
華春瑩強調說：「這個『球』現在在美國一方，現在

需要美方展現誠意，向世界證明美方還值得別的國家跟
他談判。現在全世界的眼光都在看着美國。」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對香港文
匯報記者指出，特朗普出爾反爾多次，已成慣犯，得
寸進尺，極限施壓。即使中美簽署了協議，特朗普依
然可以推翻。因此，中國現在已經作好準備尋求新的
辦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昨日在泰國曼谷
出席東亞合作系列外長會期間，就個別
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無端指責中國作出回
應。
王毅說，在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同努力

下，南海局勢總體保持穩定，並不斷呈
現向好態勢。令人遺憾的是，與地區國
家求和平、促合作的意願相反，某個域
外大國不斷在南海炫耀武力，人為製造
緊張，為在本地區增加前沿軍事部署尋
求藉口，這不是善意之舉，更不是關心
地區和平發展的負責任行為。
王毅說，中國作為地區和平安寧的堅定

維護者，一貫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依據
國際法，一國在自己領土上部署防禦設
施，是主權國家的正當權利。某個域外大
國不斷指責中國在南海搞「軍事化」，但
正是這個國家，在全世界擁有數百個軍事
基地，在本國領土以外部署了數十萬人軍
隊。一個在全世界推行「軍事化」的國
家，有什麼理由和資格指責別人搞「軍事
化」？這個標籤貼不到中國身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委員兼
外交部長王毅昨日出席第20屆東盟與中日韓
（10+3）外長會表示，我們要堅定維護多邊主義
和自由貿易，使10+3成為引領地區經濟一體化的
旗幟。我們要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使10+3成為促
進文化和諧共生的平台；我們要攜手應對風險挑
戰，使10+3成為維護和平穩定的依託。作為中日
韓合作主席國和10+3合作共同主席國，中方願與
各方密切配合，為11月領導人會議做好準備，推
動10+3合作取得新的更大發展。

堅定維護多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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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