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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政府威胁再对中国1000

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完全置贸易

伙伴、相关产业乃至全球利益于不顾，

使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面对这

种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中方

已表明坚决应对的决心。

美国政府应该明白，贸易“霸凌”

在中国行不通。在美方抛出“千亿美

元”威胁后，中国商务部作出坚决回

应，中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毫不犹

豫，大力反击，奉陪到底，反击方式不

排除任何选项。

中方立场非常明确：捍卫国家利

益，捍卫多边贸易体系。面对贸易战

威胁，中方不想打，但不怕打。不想

打，是因为贸易战无赢家，结果是双

输；不怕打，是因为为了捍卫国家和人

民利益必须打，为维护自由贸易和国

际多边体制必须打，体现作为负责任

大国的担当。

美方一直标榜寻求公平贸易，但

事实上正走向其反面。华盛顿挑起贸

易摩擦的立论是基于错误的事实依据

和偏差的统计口径，美对外贸易逆差

与其自身经济和货币结构性问题以及

限制高技术出口等政策密切相关。

美中两国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

济体，是全球供应链枢纽，是全球最重

要市场；中美不仅提供全球经济发展

动能，更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作为世

界强国，美国应助推世界经济固本培

元，而不是搅乱全球体系，强横霸蛮。

美国的贸易“霸凌”已在全球引发

不满。韩国宣布了反制措施，准备对

进口自美国的部分商品对等征税，以

回应美方对韩国相关产品征收保障性

关税的做法。针对美国加征钢铝关税

举措，欧盟和德国、法国、日本、土耳其

等纷纷表示考虑采取反制行动。欧

盟委员会发言人日前评价美国依据

“301 调查”拟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时

表示，反对任何有违世界贸易组织规

则的贸易措施。挪威首相索尔贝格

则在近日公开批评美国成为自由贸易

的最大威胁，同时点赞中国捍卫自由

贸易的举动。

公道自在人心。美国如果继续以单

边主义冲击全球多边体制，以贸易保护主

义阻碍全球自由贸易，必食自种苦果。

（新华社华盛顿4月8日电）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8日电（记者李金红 周慧敏）博

鳌亚洲论坛2018年会新闻发布会8日发布《新兴经济体发

展2018年度报告》指出，2018年新兴经济体有望继续保持

良好增长态势，相较于2017年，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基本持

平或小幅上扬的可能性较大。

报告显示，2017年，E11（指二十国集团中的11个新兴经

济体，即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

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的经济增速明显提升，总

体呈现向好态势。2017年，E11的GDP增长率约为5.1％，比

2016年提高0.5个百分点，比世界经济增速高1.4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的经济表

现超过预期，达到6.9％的中高速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

约1/3，并继续扮演着最大贡献者的角色。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8日电（记者吴茂辉）博鳌亚洲

论坛8日发布的《新兴经济体发展2018年度报告》显示，得

益于在投资准入、便利化等方面推出的多项政策，2018年

E11整体营商环境水平有所提升。其中，从E11内部看，中

国营商环境排名第六位。

报告称，2017年以来，E11在投资准入方面共推出19

项政策，多数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8日电（记者罗江）博鳌亚洲论

坛8日发布的《亚洲竞争力2018年度报告》指出，得益于世

界经济复苏和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亚洲经济体

经济整体向好。报告同时提醒，贸易保护不会成为经济发

展的持久动力，反而会限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从综合竞争力排名看，“亚洲四小龙”新加坡、中国香

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综合竞争力的排名与2016年度相

同，仍分别位列第1至4位。中国排名连续5年稳居第9

位。从经济增长潜力及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运

行的健康状况看，中国的整体经济活力竞争力位列首位。

“贸易保护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反而会限制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亚洲开放型经济体需要规避陷入贸

易保护的陷阱。”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说。

贸易摩擦升级的背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后
————透视美国三大透视美国三大““焦虑焦虑””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于佳欣 申铖申铖 姜琳姜琳

美国日前公布的对华301调查征

税产品建议清单中，高端制造业成为

主要对象。这份涉及中国500亿美元

出口的清单涵盖了信息和通信技术、

航空航天、机器人、医药、机械等多个

行业。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

济研究所所长叶辅靖认为，美国抛

出的贸易逆差、强制技术转让等说

辞都是借口和幌子，其目的不仅是

为了限制我国相关商品出口，更是

阻遏我国高端产业发展和经济转

型步伐。

美方此前已在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中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并频

频阻碍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如今又拟

对中国进口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

业内人士认为，一系列举措折射出美

国对中国经济和科技等方面发展所

感到的压力和“焦虑”。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

了很大变化。中国从原本在世界经

济总量中占有1.8％到现在对世界经

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中国的科

技创新也发展迅猛，很多领域从跟跑

逐步走向并跑，部分领域实现领跑。

《中国制造2025》也因此成为美

方在 301 调查报告中的指责对象。

“毋庸置疑，《中国制造2025》通过提

升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中国制造由大

变强，但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的关键

作用是打造开放协同的技术创新生

态系统，而不是插手技术转让，这一

规划本身没有违反任何原则。”中国

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

群慧说。

业内人士认为，种种迹象表明，

美国已经从战略“焦虑”走向战略误

判，目前已是自乱阵脚。

美国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上一

意孤行，我国坚决反对并予以回击，先

是宣布对美7类128项进口商品中止

关税减让义务，紧接着发布拟对美大

豆、汽车、飞机等14类106项商品加

征25％关税的反制措施，“出拳”直击

美方“要害”。

“中方日前公布的反制措施，将戳

中美国‘痛点’。美国的大豆、汽车、飞

机等产品对中国市场有很强的依存

度，如果贸易摩擦继续升级，美国得认

真估量一下后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王孝松表示。

以大豆为例，2017年，美国对华

出口量达3286万吨，占美国大豆总出

口量比例高达62％。关税的增加无

疑将推高美国大豆出口价格，也将削

弱美国大豆在华竞争力。

“大豆等农产品虽然单价不高，

但打击起来影响群体广泛。”商务

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白明说。

中国已成为美许多产品的重要海

外市场。中国商务部去年发布的一份

报告显示，中国是美国飞机、大豆的第

一大出口市场，汽车的第二大出口市

场。2016年美国出口的62％的大豆、

17％的汽车以及约25％的波音飞机

都销往中国。

白明说，除大豆外，清单包括了汽

车和飞机等单个价值较大且附加值高

的产品，是打击美国汽车和飞机制造

业的“一记重拳”。

2018年新兴经济体有望持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中国经济对
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约1/3

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水平
位列E11中游

中国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九位

中国制造正在由大转强

中方反制措施“直击要害”

贸易摩擦升级美将“作茧自缚”

美莫对贸易“霸凌”
心存幻想

“焦虑”之二：

“焦虑”之三：

从抛出500亿美元征税产品建议清单，到声称考虑再对中国1000亿美元出口
商品加征关税——美方主动挑起贸易争端的背后，“焦虑”心理愈发凸显。专家表
示，美方的“焦虑”不仅来自于中国科技和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压力，而且来自
于中方迅速坚决的反击，以及贸易摩擦可能给美方带来的损害。

“焦虑”之一:

□新华社记者 金旼旼 高攀 江宇娟

展望未来态势，专家表示，如

果美国继续贸易保护主义行径，

中国必定坚决回击，将采取新的

综合应对措施捍卫自身利益。

“中国正在扩大服务贸易的

开放，但如果美方逼迫中国反击

的话，势必将失去中国这个大市

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余淼杰说。

目前，中国是美国服务贸易

最大顺差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过去十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

口增长了5倍。在旅游、教育、电

影、图书等领域，美国企业从中国

获得了高额利润。

王孝松分析说，美方列出的

清单上，很多是在华美资企业生

产的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产品，

加征税率其实是“害”了自己的企

业，会导致美国企业将在华市场

份额拱手让人。

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在华

投资存量约925亿美元。仅2010

年至2015年，美资企业海外销售

额增长的三分之一都来自中国。

中国多次表示，无论外部压

力如何，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

推进改革开放，这将推动中国进

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和扩大进口。

专家认为，美方如果继续单方面

升级贸易摩擦，将无法享受中国

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最终会“作

茧自缚”。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近日，随着国务院办公厅正

式印发《科学数据管理办法》，我

国从国家层面发力补齐科学数

据管理短板，加强科学数据全生

命周期管理，确保数据安全；按

照“开放为常态、不开放为例外”

共享理念加大科学数据共享力

度，提升科学数据的增值效益、

激发科学研究原始创新活力。

补齐短板：科学数
据管理要“以用为主”

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

玉江介绍：“当前，我国科学数据

的管理与应用仍然存在明显不

足，是面向科技强国进军的短板

之一，亟待补齐。”

叶玉江指出，相比欧美发达

国家对科学数据等信息资源的

管理，我国一直缺少国家层面的

制度保障。

“此次我国科学数据管理办

法的出台，为科学数据工作确定

了行动纲领。”叶玉江说，接下来

有关部门将充分借鉴国内外先

进经验和成熟做法，加强科学数

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以用为主”

把确保数据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突出科学数据共享利用。

扩大共享：“开放为
常态、不开放为例外”

“目前，我们大量的科学数

据分散在课题组甚至个人手

中。有许多高价值的科学数据

并未在国内得到充分共享和使

用，我国在科学数据开发利用、

开放共享和安全保护等方面还

有很大改进空间。”叶玉江说。

大数据资源是一座“富

矿”。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孙久林院士建议，应按照

“开放为常态、不开放为例外”的

共享理念，明确为公益事业无偿

服务的政策导向，充分发挥科学

数据的重要作用。

据介绍，此次出台的办法

要求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科学

数据进行强制性汇交，并通过

科学数据中心进行规范管理和

长期保存。同时提出法人单位

要在岗位设置、绩效收入、职称

评定等方面建立激励机制，将

科学数据工作情况作为重要的

考核内容。

确保安全：尊重知
识产权、严惩数据造假

“科学数据的价值体现在

使用，前提是确保安全。”叶玉

江介绍，聚焦我国科学数据工

作存在的薄弱环节，此次出台

的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围绕职责

不清、能力不足、应用水平不高

等问题，从主体责任、知识产

权、汇交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

体措施。

叶玉江表示，此次出台的办

法还规定了主管部门、法人单位

要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确保在

国外发表学术论文的作者将支

撑论文观点的科学数据汇交到

所在单位统一管理。

此外，按照“分级分类管理，

确保安全可控”的原则，明确主

管部门和法人单位依法确定科

学数据的密级及开放条件。

此次出台的办法还对科学

数据使用者的行为进行了规

范，体现了对科学数据知识产

权的尊重。通过鼓励科研人员

整理形成产权清晰、完整准确、

共享价值高的科学数据，对科

学数据生产者也做出了约束，

如出现数据造假等行为，将受

到相应惩罚。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开掘好大数据资源“富矿”
——聚焦我国首个国家层面的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新华社记者 陈芳 胡喆

4月7日，叙利亚东古塔地区杜马上空冒出浓烟。叙利

亚首都大马士革6日和7日连遭炮击，市区不时响起爆炸

声。据叙利亚通讯社6日报道，“伊斯兰军”当天破坏已达

成的撤离协议，对撤离通道和大马士革多地发动袭击。叙

军方随即对“伊斯兰军”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新华社发

《亚洲竞争力2018年度报告》

贸易保护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