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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301调查报告不实 勿歪曲《中国制造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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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不惜代价 坚决回击
针对美方发布的或再对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6日发表谈话指出，中方将不惜付出任何
代价，必定予以坚决回击，必定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施，坚决捍
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高峰说，我们注意到美方有关声明。在中美经贸问题上，中
方立场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想打，但不怕打贸易战。

高峰表示，对美方声明我们将听其言观其行。如果美方
不顾中方和国际社会反对，坚持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
义行径。中方将奉陪到底，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必定予以坚
决回击，必定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
的利益。

高峰指出，这次中美经贸冲突，是美方一手挑起，本质上是
美单边主义对全球多边主义，美保护主义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挑
衅。中方将继续扩大改革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全球贸
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另外，外交部发言人陆慷6日晚就美方考虑再对中国1000
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答记者问。

记者问：美东时间4月5日，美国总统发布声明，考虑再对中

国1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关税，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陆慷说，看来美方严重错判了形势，采取了极其错误的
行动。美方此举终将损害自己的利益。中方已经做好充分准
备，如果美国公布新增1000亿美元征税产品清单，我们将毫
不犹豫、立刻进行大力度反击。我们说过，美方不应心存侥
幸。

记者问：你认为这场所谓贸易战的性质是什么？

陆慷说，我们认为这是美方以单边主义对抗多边主义之
争，以保护主义对抗自由贸易之争。如果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受到威胁，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遭到破坏，整个世界经济复苏都
会受到严重威胁，这有损中国的切身利益，更有损全球的共同
利益。面临这样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坚决斗争。

记者问：如果美方进一步采取升级行动，你们会如何应对？

陆慷说，中国商务部已表明，我们已经做好了应对美方进
一步采取升级行动的准备，并已经拟定十分具体的反制措施。
我们说过，中方不会挑事，但也不会任人挑事，定会坚决应对。
中国人办事历来说到做到。

中欧应携手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驻欧盟使团经商参处公使夏翔7日说，中国不是

美国301调查唯一的受害者，欧盟历史上也多次成为美国
301调查的对象，深受其害。当美国再次利用301调查搞贸
易保护主义之际，中国和欧盟应该携手反对和抵制。

夏翔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要素资源
在全世界进行配置，而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很多工业
原料、零部件和科技产品是从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国
家进口而来的。欧盟工商界人士在与他的交流中表示，
美国此番发起的贸易争端不会有赢家，只会损害国际
贸易秩序。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日依据301调查结果公布拟加
征关税的中国商品建议清单，涉及每年从中国进口的价值
约500亿美元商品。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发表声明说，他已
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考虑对从中国进
口的额外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是否合适。

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上，“301条款”臭名昭著，遭到
很多国家抵制。夏翔介绍，欧盟也多次成为美国301调查的
对象，深受其害。但在上世纪末的欧盟在世贸组织诉美

“301案”中，美国曾明确承诺，美国不能通过301调查单边
认定其他成员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在处理涉及世贸
协定的事项时，美国须依据世贸规则和争端解决机构的最
终裁决。美国此番对华再次提起“301调查”，违反了世贸协
定和自身承诺。

夏翔说，欧盟政界及工商界人士在与他的交流中指
出，无论是最近的301调查，还是美国稍早前公布的进口钢
铁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232调查），都是高高举起的
贸易保护主义大棒。

他说，美国名义上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实质上是行
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势必削弱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
易体制；中国和欧盟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应该携手反对贸
易保护主义，维护国际贸易秩序。

夏翔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党和政府已经
向国际社会释放出了强烈信号：中国将加大改革开放力
度。有远见的政界和工商界人士意识到，一个更加开放的
中国将给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美股暴跌“回应”特朗普对华再征税威胁
美国政府称考虑再对中国1000亿美元出口商品

加征关税，令投资者对中美爆发大规模贸易冲突的
恐慌情绪加剧，纽约股市6日遭遇重挫，三大股指收
盘跌幅均超过2%。国际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一
再升级对华贸易摩擦，不但无助于缩减美国贸易逆
差，还会造成金融市场不稳定等后果，这种单边主义
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将损害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
济。

受中美经贸冲突影响，6日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道
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纳斯达
克综合指数分别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34%、2.19%和
2.28%，其中道琼斯指数盘中一度暴跌逾700点。

对中美经贸冲突担忧加剧也令国际油价走势承
压。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2018年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
期货价格下跌1.48美元，收于每桶62.06美元，跌幅为
2.33%。

担忧情绪蔓延使得黄金等避险资产的需求增加。
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6
月黄金期价比前一交易日上涨7.6美元，收于每盎司
1336.1美元，涨幅为0.57%。

不少国际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一再升级对
华贸易摩擦，不但不能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还
将引发金融市场波动，损害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
拖全球经济复苏的后腿。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休斯敦分校教授乔恩·泰勒表
示，美国政府试图绕过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采取独断专行的单边行为，是“非常错误的”。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部全球首席策略师戴维·凯利
认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财政预算赤字过
高等因素引起，在已启动减税改革的背景下，挑起与
中国的贸易战并不明智，无益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
也不利于美国金融市场稳定。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金融与经济教授斯蒂芬·马吉
也认为，提高中国商品进口关税、甚至挑起贸易战无
法真正解决贸易逆差问题。 （据新华社报道）

针对美国301调查报
告情况以及近来美国频频
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举
措，中国多位制造业领域
专家7日一致表示，301调
查报告不实，不要误读《中
国制造2025》，不要误判中
国建设制造强国的决心。

“强制技术转让”纯属

无稽之谈

美国于近日公布301
调查报告，认定中国使用
合资要求、股比限制和其
他限制强制或迫使美国企
业转让技术，对美国企业
的投资和活动施加了实质
性的限制和干预等。这份
调查结果引发业内专家抨
击。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
济学家祝宝良说，通过自
主开发还是商业合作获得
技术是企业的自主行为，
中国政府没有限制性规
定。“强制技术转让”纯属
无稽之谈。

针对报告提出的中国
对美国企业的投资和活动
施加了实质性的限制和干
预，国家制造强国建设咨
询委员会委员张雅林说，
中国绝大多数一般制造业
已实现全面开放。中国政
府已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对各部门、各地方出台
排除、限制竞争政策进行
制度性约束。

“在中外企业合资合
作中，外资企业的综合收
益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
巨大的市场为其带来丰厚
的收益，另一方面，外资企
业由此纳入全球供应链体
系，降低采购成本，提高全
球竞争力。”张雅林说。

在走出去方面，专家
认为，中国政府鼓励企业
走出去是一种原则和方向
上的引导，并没有所谓的
资金支持。美国是世界上
对外资审查非常严格的国
家，而对中国的投资审查
又是其中最严的，中国公
司对美国公司及其资产进

行投资和收购并不存在侵
犯知识产权、影响美国安
全。

“301调查报告体现了
其强烈的单边主义思维，
严重违背了国际贸易规
则。”张雅林说。

《中国制造2025》没有

违背任何原则

专家认为，这份调查
报告或明或暗指向《中国
制造2025》，美国拟征税清
单所列领域与《中国制造
2025》确定的重点领域基
本重合，这是对《中国制造
2025》的严重误读和歪曲。

“中国为顺应世界新
一轮工业革命的趋势和自
身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
要求而提出的《中国制造
2025》，却成为美国发起贸
易争端的依据，令人匪夷
所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工
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
认为，《中国制造2025》本
身并没有违背任何原则，

只是美国为达到其遏制
“中国制造”从大向强的转
变寻求的借口而已。

面对新工业革命的浪
潮，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
很多国家纷纷推出自己的

“再工业化战略”。中国作
为工业大国，也在积极应
对挑战，推进制造业升级。
《中国制造2025》是以应对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为重点，促进制造业创
新发展为主题，加快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
为主线，推进智能制造为
主攻方向的产业规划。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
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屈贤明
说，《中国制造2025》坚持
市场主导，无论是一些指
标要求还是学界专家编制
的目标，都不具有任何强
制性，也没有与政府的相
关政策、资金投入等挂钩。
同样，中国政府必然以开
放心态、创造开放环境来
推进《中国制造2025》。

“如果这样一个规划

也被当成贸易争端的依
据，那么这种争端的实质
就是想剥夺中国的发展
权，一种赤裸裸的‘我可
以、你不可以’的单边霸权
主义。”黄群慧说。

不要误判中国建设制

造强国的决心

专家表示，中国制造
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和国际
竞争力的增强主要来自于
创新投入的增加和综合竞
争优势，不是由技术转让
带来的。中国也将牢牢把
握住“高质量发展”这个核
心，用一以贯之的信心和
恒心务实创新。美方不要
误判中国建设制造强国的
决心。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执行副会长熊梦说，中国
在研发领域的高强度投入
和产出、完善的产业配套
能力等促使中国产业竞争
力水平快速提高。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迈

向新高度，消费市场对产
品质量和服务有了更高的
要求，“中国制造”也必将
进入新阶段，加快用先进
适用的技术来改造提升传
统的产业，培育新动能，寻
求价值链平衡。

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加快基础材料和工艺的研
发创新、加速推进人工智
能深度应用等，围绕自主
创新，一系列布局正在展
开；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大创新投入等，
人才、资金等各类要素也
更多地向制造业聚集；通
过广泛的国内外合作，重
视和保护知识产权，制造
业创新能力和供给能力不
断提高……

“中国制造业将直面
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和挑
战，加快转型升级和动能
转换的步伐，排除干扰，朝
着制造强国这一目标坚定
前进。”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朱
森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