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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5月
2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向第二十屆中國西部國際
博覽會致賀信。習近平指出，本屆西博會聚焦擴
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深化區域交流合作，助推現
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對構建新發展格局、高質量
共建 「一帶一路」 具有重要促進作用，也為世界
各國分享中國西部發展機遇提供了有效平台。

習近平強調，團結才能共贏，攜手方可共
進。我們願以這次博覽會為契機，同各國朋友進

一步加深了解、增進友誼、深化合作，共同維護
多邊貿易體制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為
促進世界經濟繁榮發展注入新動力。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清華在開幕式上
宣讀習近平主席賀信，並作主旨演講。彭清華指
出，習近平主席對西部地區發展念茲在茲，對西
博會寄予厚望。西博會舉辦25年來，已日益成為
世界了解中國西部和西部地區融入全球發展的重
要紐帶。彭清華表示，我們將認真貫徹習近平主席

賀信要求，推動新時代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各
項政策措施落地落實，加快建設西部陸海新通
道，打造一批面向東盟、中亞、歐洲的重要經濟
走廊，加快建設西部科技創新中心，營造一流營
商環境，為世界各國分享中國西部發展機遇搭建
有效平台，為促進世界經濟繁榮發展注入新動
力。

第二十屆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25日在四川省
成都市開幕，主題為 「深化改革增動能 擴大開

放促發展」 ，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主辦，首次設立
雙主賓國（老撾、匈牙利）和雙主賓省（浙江
省、青海省），阿聯酋擔任特邀合作夥伴。出席
開幕式的有來自30餘個國家（地區）的200餘位外
國嘉賓。主展館設在西博城，設置 「1+3」 展覽展
示，即西博會成果展和開放合作、產業新動能、
美好生活三大主題展區，展覽面積20萬平方米，
吸引國內27個省（區、市）和境外62個國家（地
區）共3000餘家企業參展。



文晶： 加速區域合作
抗美單邊主義

主動緩和關係 美國霸權秩序讓步中國公平主張清華大學戰
略與安全研究中
心中國論壇媒體
傳播主任文晶日

前在接受《大公報》專訪表示，中美日內瓦經貿會
談的結果表明，美國主導的所謂 「基於規則和現狀
的」 霸權秩序，其實在向中國主張的 「公平公正共
贏的」 國際經濟秩序作出讓步。特朗普作為 「交易
型總統」 以政策的回報率作為考量，當關稅政策無
法實現預期目標，卻使得美國內外交困時，他不得
不選擇回轉策略，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係。

但文晶認為，長期
來看，中美的緊張關係
未來會促使兩國分別打
造自己的貿易體系，小
多邊區域合作將成為未
來國際貿易發展的重要
方向，區域化合作趨勢
將進一步加快。

名家談貿戰

大公報獨家

大公報記者 孫志、李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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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共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
向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致賀信 倡深化區域交流合作

中美戰略博弈其實
從特朗普第一任期就開

始了，美國將中國從合作與競爭關係轉向
戰略競爭對手關係。特朗普1.0時期發起
中美貿易戰，拜登政府2022年發布的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到，未來十年
是美國與中國進行較量的 「決定性十
年」 ，美國對華戰略的總目標就是 「競而
勝之」 ，均表明中美戰略博弈已進入新階
段。

中美長期的互不信任與核心利益衝
突，使得兩國政府民眾以及國際社會對此
次會談取得重大突破的預期較低。然而，
此次談判成果堪稱 「破冰之旅」 ，結果表
明美國主導的所謂的 「基於規則和現狀
的」 霸權秩序，其實在向中國主張的 「公
平公正共贏的」 國際經濟秩序作出讓步。

在國際層面，美國發動關稅戰等貿易
保護主義措施引發全球市場震盪。美國的
貿易保護行徑不僅損害了中國的利益，也

對全球經濟秩序造成嚴重衝擊，引發其盟
友歐洲以及東盟等國家的強烈不滿與對等
反制。國際社會的共同抵制，使得美國在
國際經濟領域陷入孤立，不得不尋求緩和
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國內經濟形勢的惡化，同樣是美國求
和的重要原因。關稅的提高直接推高了美
國國內物價水平，供應鏈成本大幅增加，
企業投資面臨巨大不確定性。這種不穩定
的經濟環境，導致大量國際投資外流。數
據顯示，美國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13年
來首次陷入負值，經濟衰退風險加劇。美
國國內各界，包括眾多跨國企業紛紛對政
府施加壓力，要求改變關稅政策，穩定市
場。此外，特朗普作為 「交易型總統」 ，
以政策的交易回報率為核心考量。當關稅
政策無法實現促進製造業回流、收緊移民
政策等預期目標時，為維護自身核心利
益，他不得不選擇回轉策略，緩和與中國
的緊張關係。

文 晶：

問：中國在對美關稅對等反制中，態度是非常
堅決的。談判超出很多人的預期，表明了什麼？

共同
抵制

責任編輯：李 泌 美術編輯：李偉光

中國在美國 「解放
日」 政策出來後，以很強

硬的態度去反制這種無理的關稅政策，其
實是向整個世界表明了態度，也是注入了
一針強心劑，那就是中國在面對來自美國
的外部壓力時，是有能力和決心應對的。
同時，中國是要積極推動全球經濟，並且
中國具備這種積極推動全球經濟穩定的能
力。中國的立場，就是要以自身的確定性
去對抗特朗普政府的不確定性。我覺得也
不能說是一個重大勝利，但是至少是一個
階段性的勝利。

中國從特朗普1.0時期以來，已做了很
多年準備。從政府層面來說，積極推動經
濟結構的轉型，努力構建國內的內循環，
以應對萬一脫鈎斷鏈造成的困難局面。

中國保持強硬態度的底氣，首先來自
於國內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內外雙循環體系
的構建。自特朗普政府發動貿易戰以來，
中國努力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中國海
關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2024年，中國
對美以外國家的出口額從2.48萬億美元增
長至3.57萬億美元，增加超過1萬億美元；
在進口方面，中國通過多元化進口策略，

減少了在糧食領域對美國的依賴，如增加
從巴西進口大豆、小麥等。

特別是中國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加強
在高科技領域的研發投入，提升自主創新
能力，逐步打破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技術
封鎖，增強在國際科技競爭中的實力。

製造業回流是一個長期性的問題，特
朗普期待通過關稅政策推動回流，在這一
個任期就實現，這是不可能的。從2010年
開始，中國就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
的第一大製造大國，中國的製造業的優勢
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如果美國希望僅依
靠一屆政府的對華策略，就扭轉現狀，基
本上是紙上談兵，很難實現。因為製造業
回流背後有很多產業要素的支持，不是說
通過加徵關稅就能夠實現。

美國的勞工部有一個數據，美國製造
業目前有六百五十多萬職位的空缺，如果
說把製造業回遷到美國，很難在短時間內
能夠找到又能勝任工作，薪酬低廉，但同
時經驗豐富，技術又很成熟的工人。所以
從美國層面來說，事實上不具備這樣的條
件。所以談製造業回流，其實是特朗普異
想天開的事情。

文 晶：

問：中國對美國強硬反制的背後表明了什麼？體
現了中國怎樣的原則和底線？

「中國保持強硬態度的底氣，首先來自於國內
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內外雙循環體系的構建。」中國

底氣

聯合聲明雖簡短卻意
義重大。雙方在聲明中認

識到中美經貿關係對兩國和全球經濟的重
要性，以及建立可持續、長期、互利雙邊
經貿關係的必要性。

基於此，明確了雙方在5月14日採取的
措施，並建立起經貿關係協商機制。這成
果按下了由美國挑起的關稅戰的暫停鍵，雙
方都要止損，避免經貿衝突進一步升級對兩
國經濟造成更大傷害。

然而，聯合聲明中未涉及稀土出口管

制與高科技產業政策等關鍵議題，這反映
出這些領域仍是中美長期分歧的焦點。中
國在稀土領域佔據全球90%的產量，是美
國稀土供應的主要來源，因為稀土的出口
管制，涉及中國對關鍵礦產的控制；而高
科技的政策，涉及到技術轉讓、知識產權
保護，都是很敏感的領域。

美國在高科技產業尤其是半導體和
人工智能領域具有優勢，雙方都可能
會把這些領域作為未來談判的一個籌
碼。

文 晶：

問：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後的聯合聲明傳遞出什
麼樣的信息？下一步可能的局面？

長期
角力

「聯合聲明中未涉及稀土出口管制與高科技產業
政策等關鍵議題，這反映出這些領域仍是中美長期
分歧的焦點。」

此次談判為中美關係
發展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首先，在雙方互為戰略競爭對手的背景
下，保持溝通渠道暢通至關重要。中美作
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在經貿、科技、氣
候等諸多領域存在廣泛合作空間。若因競
爭而切斷溝通，必將導致誤解加深，衝突
升級，最終損害雙方利益。此次關稅戰初
期，中美溝通不暢，雙方損失巨大；而通
過談判達成共識後，實現了互利共贏。

其次，務實與理性是處理中美關係的
關鍵。雙方應正視彼此的共同利益，摒棄
零和思維，以務實態度尋求合作解決方
案。此次談判採取高度秘密的閉門形式，
避免了外界干擾與輿論壓力，使得雙方能
夠專注於核心議題，真誠溝通，其實目的
就是讓雙方高度信任對方，為談判成功奠
定基礎。未來，中美在處理分歧時，可以
繼續採取這種專注於雙方溝通的方式，減
少外界因素對談判結果的影響。

文 晶：

問：中美經貿首輪談判為未來中美關係發展帶來
哪些經驗？

求同
存異

「此次關稅戰初期，中美溝通不暢，雙方損失巨
大；而通過談判達成共識後，實現了互利共贏。」

儘管此次關稅談判
達成初步共識，但中美

戰略競爭的基本態勢短期內不會發生根本
性改變。這種競爭態勢將對全球經濟貿易
體系產生多方面深遠影響。

在貿易格局上，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
導致中美貿易額增速放緩，而中國對美以
外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快速增長，對美國市
場的依賴逐漸降低。

同時，美國推動的 「脫鈎斷鏈」 政策
促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進行調整，部分勞
動密集型產業從中國向東南亞等國家轉
移。

我前段時間跟一家做汽車配件的企業
交流，美國的甲方就要求汽車配件必須不
能是Made in China，這就促使企業要向

東南亞國家轉移，其實是會降低國外企業
對中國零部件的依賴。這一過程雖然給中
國相關產業帶來挑戰，但也倒逼中國加快
產業升級，在高端製造業等領域實現技術
突破。

在貿易體系方面，中美關係緊張會促
使兩國分別打造各自的貿易體系。比如，
美國會聯合盟友推動 「印太經濟框架」 等
排除中國的貿易合作機制；中國則會加強
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以及東盟等地區
的貿易合作，擴大對美以外國家的貿易規
模。

這種趨勢將導致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
多邊貿易體系受到衝擊，小多邊區域合作
將成為未來國際貿易發展的重要方向，區
域化合作趨勢將進一步加快。

文 晶：

問：中美關係的變化，對未來全球經濟貿易體
系的走向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重塑
體系

「中美關係緊張會促使兩國分別打造各自的貿
易體系。小多邊區域合作將成為未來國際貿易發
展重要方向，區域化合作趨勢將進一步加快。」

文晶簡介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博士
後，牛津大學訪問學者，中國論壇
媒體傳播主任。

•主要研究領域為美國外交、中東外
交和國際傳播。

•曾多次參與外交部、中宣部等部委
重大課題，擔任CGTN、東方衛
視、鳳凰衛視、中美聚焦等多家媒
體的特約評論員。曾是資深媒體
人，到訪40多個國家進行新
聞報道和田野調查。

「國際社會的共同抵制，使得美國在國際經濟
領域陷入孤立，不得不尋求緩和與中國的經貿關
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