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美國國
務院15日發布了總統特朗
普上任以來首份 「國際宗
教自由報告」 ，在自國推出
「禁穆令」 亦飽受批評的當

下，點名批評包括中國等七
個 「侵犯宗教自由情況最為嚴
重」 的國家。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華春瑩16日反駁指出，中國
政府充分保護民眾的宗教信仰自由，批
評美方報告罔顧事實、顛倒黑白，並已
就此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事實表明
，美國並不完美。我們敦促美方尊重事
實，管好自己的事，停止利用所謂的宗
教問題干涉他國內政的錯誤做法。」

【大公報訊】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批評中國對美國企業的知
識產權侵害，包括採取制裁措施在內，下
令啟動對華貿易調查。日本政府謀求在知
識產權問題上與美合作對抗中國，但另一
方面，也有越來越多聲音擔憂美國在貿易
政策方面的強硬姿態。

懼美不顧世貿規則強硬對日
日本與歐洲在知識產權保護的課題上

與美國保持着一致步調。日本政府內部有
分析認為，美國的調查以技術轉讓要求的
商業慣例作為對象，日本經濟官廳高官稱
這一點是 「很深入的內容」。日本方面對
中國提出2025年成為 「製造強國」，並按

此目標加快獲得技術這方面抱有警惕，並
期待美國的調查給 「違規」技術外流踩下
煞車。

不過，如果特朗普政權試圖將貿易和
貨幣作為籌碼來解決朝鮮問題，貿易和匯
率方面民間經濟面臨的地緣政治風險將進
一步增強。

另外，針對《美國貿易法》301條款有
可能違反禁止單方面限制進口的WTO規則
，日本政府內部出現了對美國這一制裁舉
動擔憂的聲音。這是因為基於推進自由貿
易的立場，日本很難支持美國的單方面制
裁做法。況且，特朗普政權也要求日本削
減貿易赤字，日本擔心美國的強硬姿態會
更為加強。

美打知識產權牌 欲迫華貿易讓步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北

京時間15日凌晨，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貿
易代表萊特希澤考慮對中國發起知識產權
侵權調查，內容主要針對中國涉嫌侵犯知
識產權及強迫技術轉讓。重慶大學知識產
權教授齊愛民對大公報表示，中國在世界
上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最好的國家之一。

針對特朗普要求萊特希澤考慮調查中
國的知識產權法律政策，尤其是強迫美國
在華公司進行技術轉移的問題，齊愛民指
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中國知識產
權保護發展已經走過了三十年的時間，在
具體的知識產權保護上，如專利、版權、
商標三大領域，中國的立法和執法都是比
較全面和完善的。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完善
「整體來看，中國的知識產權立法和

執法在全世界都是一流的。」齊愛民說。
特朗普動用《貿易法》301條款對華調查，
他的理由是中國的企業存在一定的知識產
權侵權的情況，但齊愛民指出，這種情況
在全世界都是存在的，包括美國自己也不
敢說不存在侵犯知識產權的情況，只是說
中國沒有主動去調查美國，沒有在此方面

過於重視而已。
據外媒報道，特朗普在當日簡短的簽

字儀式上稱： 「外國對美國知識產權的盜
取讓我們每年損失了幾百萬個工作崗位和
數十億美元。」他並特別指出： 「這只是
一個開始，我們會保護我們的工人。」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
究所原所長陳鳳英對大公報表示，美國本
質還是為實現 「購買美國，僱用美國」的
目的，迫使中國在貿易上作出讓步，解決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問題。
她提到，美國的邏輯顯然是有問題的

，因為雙邊關係的不平衡和全球化的不平
衡是兩回事，利潤的分配是全球範圍的，
不管是香港、台灣，還是新加坡、日本、
歐洲，甚至美國的商人，都有可能在中國
內地生產然後出口到美國。如果退回到上
世紀這樣做或許行得通，因為當時還有全
球化的分工，但是要意識到現在已經到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

美對華調查 日喜憂參半

半導體行業或受重點調查
【大公報訊】據新京報報道：中國金

融智庫興業研究15日就美國對華貿易審查
發表研究報道指，中國的電子、半導體等
行業或成重點調查對象。

興業研究梳理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今
年以來對華發起的 「337」調查案件（針對
進口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及其他不
公平競爭行為）發現，美國在半導體、醫
療設備、電子行業等領域的產品均曾發起
「337」調查。這表明中美知識產權之爭集

中在上述領域。該機構研究員蔣冬英分析
，一旦美國對華發起 「301」調查，相關範
疇等領域大概率中招。

中國半導體銷售數據顯示，2015年以

來，中國半導體銷售額快速增長並超越全
球和美洲的平均水平，銷售額是全球銷售
額的三分之一，佔亞太地區的半壁江山。

興業研究發布報告顯示，這折射出中
國在半導體行業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而根
據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 「槍打出頭鳥」的
習性，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半導體行業或成
為本次 「301調查」的重點對象。

發展強勁 美「槍打出頭鳥」
深圳市半導體行業協會秘書長蔡錦江

告訴新京報記者， 「（美國的）半導體行
業目前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美國相關企
業的實際需求無法在美國本土獲得滿足。
就半導體行業而言，目前的大公司都是購
買美國的技術和專利授權，即便是調查也
不必太擔心，影響不會太大。」

「中國已進入消費時代，製造業時代
正在慢慢過去，技術都會以各種方式進入
中國，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蔡錦江分
析，特別是電子企業，美國的優勢是IP（
知識產權），目前中國是買方市場，但美
國沒有想到技術轉讓後，中國企業的成長
速度會這麼快。 「所以現在美國再用老的
大棒，無法解決新時代的問題，代表了美
國的封鎖和傲慢，是下滑的開始。」

美公然推禁穆令反誣華無宗教自由

外交部勸美管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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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蒂勒森15日發布 「國際
宗教自由報告」 路透社

海
外
版

8月1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備忘錄
，指令美貿易代表根據《1974年貿易法》
研究決定是否對中國與知識產權相關的貿
易政策和行為發起 「301調查」。對華啟動
「301調查」，挑起貿易戰，山姆大叔究竟

圖什麼？其所想所願真的能實現嗎？
希望通過貿易戰壓縮對華貿易逆差？

這顯然行不通。宏觀經濟學常識告訴人們
，逆差的本質是本國國民儲蓄不足、通過
進口別國的國民儲蓄來彌補。而美國想在

短期內壓縮對華貿易逆差？與其限制進口
「中國製造」，不如放鬆對華出口管制。

美國想通過貿易戰重創中國崛起的勢
頭？這早已被歷史證明純屬幻想。1989年
起，美國就開始對中國使用 「301條款」。
結果是，美國現價GDP從中國的11.39倍（
1989年）縮小到1.63倍（2016年），中國
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第一
出口大國。時至今日，中國對美出口大宗
貨物在美市場佔有率，往往是美國對華出
口大宗貨物在華市場佔有率的兩三倍，倘
若引爆相互報復的貿易戰，對美國市場的
衝擊程度將遠遠大於對中國市場的擾亂。

想通過更嚴厲的知識產權規則削弱中

國競爭力？更難！須知，中國研究與試驗
發展人員全時當量已經從1991年67.1萬人
上升到2016年的385萬人；經費支出已經從
1995年的348.7億元人民幣，提升到2016年
的1.55萬億元人民幣……

不難看出，通過動用 「301條款」，很
難達成上述動機的其中任何一個。那麼，
山姆大叔究竟圖什麼？在經濟之外，特朗
普需要向美國選民、向支持者顯示自己在
努力為美國經濟開拓海外市場、為美國人
民爭取就業機會。在高度表演化的西方政
治中，還有什麼比向中國大喊大叫更能向
美國選民顯示這一點呢？至於是否真的有
利於增加就業，又有誰真正關心呢？

再揮301大棒 山姆大叔圖什麼？

據法新社、美國之音報道：美國國
務卿蒂勒森15日發布2016年度的 「國際
宗教自由報告」，點名抨擊中國、巴林
、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蘇丹
和土耳其。他說： 「宗教迫害和不容異
己仍然太過普遍。全球近80%人口的宗
教自由受到約束，或受到充滿敵意的限
制。」

法新社：美紀錄飽受批評
在針對中國的部分，報告批評中國

政府限制新疆維族穆斯林、西藏佛教徒
以及基督教會，並指責中國以 「三股勢
力」的擔憂為由限制維族穆斯林的宗教
活動。

另外，蒂勒森亦一如預期跟去年一
樣重複譴責伊斯蘭國，並再度藉機批評
世仇伊朗過去一年曾使用 「模糊不清的
叛教法」處決少數宗教成員。不過蒂勒
森也抱怨北約成員土耳其，因土耳典阿

拉維教派等非遜尼派穆斯林未受該國 「
歧視和暴力」的保護。

不過，法新社的報道也指出，美國
在自己的紀錄也飽受批評的當下，大力
抨擊盟國與敵國的缺點。這份報告並沒
有深入調查美國自己的政策。特朗普當
初靠着承諾禁止所有穆斯林移民進入美
國贏得政權，現在正在和美國法院爭取

權利，以禁止8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
人民進入美國，但蒂勒森堅稱美國政府
會持續促進全球宗教自由，作為 「道德
要求」和普世人權。

中國依法保護信仰自由
另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華春瑩1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美國
務院發布的2016年度 「國際宗教自由報
告」時表示，中方注意到該報告。中國
政府充分尊重和依法保護民眾的宗教信
仰自由，中國各民族、各地區人民依法
享有充分宗教信仰自由。美方所謂報告
罔顧事實、顛倒黑白，對中國宗教自由
狀況進行無端指責，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並已就此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事實表明，美國並不完美。我們
敦促美方尊重事實，管好自己的事，停
止利用所謂的宗教問題干涉他國內政的
錯誤做法。」華春瑩說。

【大公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道：美
國國務院發布的 「國際宗教自由報告」點名
批評了七個 「侵犯宗教自由情況最為嚴重」
的國家，其中包括中國。內地多位知名專家
對大公報表示，美國每年都會根據需要評價
各國宗教政策， 「已不新鮮」，當前美國國
內鬥爭激烈，需要轉移視線。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
榮告訴本報，多年來，美國每年都會根據當
時的情況和政策需要，對各國宗教進行評價
、無端指責， 「好一點或者差一點，已不新
鮮。」今年將中國列入黑名單，說明美國當
前對中國不太滿意。而事實上，中國的宗教
政策及宗教狀況並未有大的變化，美國所謂
報告只是根據需要做出的改變， 「是美國的
看法變了，而不是中國宗教的客觀情況變了

。」他認為，當前美國國內各派別鬥爭激烈
，需要轉移視線。

有分析認為，美方此舉將嚴重損害兩國
互信。對此，金燦榮表示，中美兩國關係已
較為成熟，經得起這種小波折。中國對此可
以不予理會，「繼續堅持自己的政策就好。」

中央黨校民族與宗教理論教研室教授胡
岩亦對本報表示，宗教信仰自由載在《憲法
》中，是各族公民的神聖權利。中國政府致
力於促進國內宗教關係的和諧，尊重和保障
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他說： 「美國國務院
的報告不顧事實。對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狀
況妄加指責。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美國自
己國內的民族關係、宗教關係並非盡善盡美
，還是多花精力處理好自己國內的問題，少
對其他國家橫加指責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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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美內鬥激烈欲轉移視線

▲有機構估計，出於美國貿易保護主義
「槍打出頭鳥」 習性，中國半導體行業
將成為調查重點對象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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