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 本版编辑/张 颖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h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国际新闻

繁花五月，中拉合作再次迎来丰硕成果。
2025年5月13日，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
议在北京举行。
专家表示，中拉伙伴共聚一堂，共谋发展

振兴，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发出全球南方国
家团结合作的时代强音，为实现世界和平与
发展注入了正能量。

合作前景广阔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副

研究员楼项飞指出，中拉论坛是中拉整体合
作的主渠道，是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主要
平台。本次部长级会议是中拉论坛正式运行
十周年之际召开的一次承上启下的重要会
议。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主旨讲话中回顾了
中拉关系发展并提出了双方携手启动团结、
发展、文明、和平、民心等五大工程，为共谋发
展振兴，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指引。
中拉合作前景广阔、机遇众多。楼项飞

指出，在当前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逆流滋长，
国际环境中不确定、不可预测性因素明显增
加的背景下，中拉相互支持、合作，符合拉美
国家的需求，受到各国普遍好评。
“当前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来推动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拉美亟需进行深层次结构性
变革以摆脱发展困境，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
发展。中拉不断深化的全方位、宽领域务实

合作，不断推进的发展战略对接，为中拉合作
提质升级提供了保证。”

中哥携手共建
中国与哥伦比亚的合作也传来好消息。

正在北京出席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的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确认，哥伦比亚将加入
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今年是中哥建
交45周年，哥伦比亚也是拉共体轮值主席

国。中国拉美学会理事万戴表示，哥伦比亚
此时这一宣布对中拉合作具有很强的激励和
提振作用。
目前，中国是哥伦比亚的第二大贸易伙

伴，哥伦比亚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五大贸易
伙伴。“在当前世界贸易格局下，哥伦比亚可借
助‘一带一路’倡议平台，增加咖啡、农产品等
领域的贸易额，规避风险，促进产业升级。”
佩特罗总统表示，哥伦比亚加入该倡议

的目标之一是成为美洲、亚洲和欧洲之间的
技术桥梁。万戴指出，哥伦比亚未来可以以
“一带一路”倡议为平台，进一步深化中哥、中
拉等双边、多边合作，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包括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

中巴贸易互补
巴西总统卢拉5月10日至14日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这是他作为巴西总统第六次访
华。去年是中国和巴西建交50周年。

目前，中国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巴西是中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国。在万戴看
来，中国和巴西不仅双边贸易额大，出口结构
也存在一定互补性。巴西不仅是拉美第一大
经济体，在全球治理领域也是非常活跃的参
与者。卢拉表示希望借助中拉论坛、金砖国
家合作机制等平台，加强与中方合作，捍卫多
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巴西出口的农产品品类与美国存在着

相当程度的重叠。因此，在美国提高关税后，
巴西对华大宗农产品出口呈现明显的增长态
势。仅在4月的一周内，中国进口商从巴西采
购大豆超过了240万吨，创造了该项进口的一
个新纪录。”

此外，万戴表示，在两洋铁路建设、能源
转型等领域，中国和巴西也有望开展更加深
入的合作。 本报记者 王佳烨

智库热评
“关税博弈”

美国政府对全球发动关税战，名为纠正
贸易的不平衡，实质是利用霸权对包括盟友
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无底线讹诈。在“疑
美”“恐美”复合情绪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中
国采取坚决反制措施，成为抵制美国倒行逆
施、捍卫世界贸易体制的中流砥柱。

中国这么做，不是在搞情绪作战，而是

底气使然。这种底气来源于以下三方面：
一是硬核实力。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

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
的全面推进，当前中国发展已逐步实现从数
量型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已成为“基
于制造迈向智造”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澳
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2023年的报告指出，
中国在44项关键技术中的37项占据领先地
位，且在10项技术中形成“垄断性优势”。
另外，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所拥有的庞

大市场、丰富资源以及在安全上独立于美国

等因素，也是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具备的硬
核实力。
二是战略韧性。过去美国对中国实施

的制裁表明，外部的封锁每强加一分，中国
在相关领域的发展就要前进一步。这种韧
性既来自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形成
的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背后一系列科技、教
育、人才等强大要素，也来自支撑经济发展
的体制机制与蓬勃创业精神，这些构成了中
国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战略性支撑。
有了这种韧性，美国的高关税壁垒固然

可以给中国造成一定的损失，却难以伤及中
国经济根本，相反可能促使中国更加自立自
强，在新领域、新层次实现新突破。

三是时代趋势。当前全球化进程出现
重大挫折，但这并不是全球化本身的错，而
是原先作为全球化最大推手的美国不能根
据全球产业分工变化在自身产业结构、国内
分配体制方面作出相应调整，是“美国生病、
世界吃药”的表现。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都期待维护国际多边贸易进程。面对美国
霸权，一些实力小、谈判力弱的国家可能不
得不作出一定让步，但代表世界未来与多数
国家利益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还会继续迈进。

李开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应对美国关税战的中国底气

国际社会和主流智库普遍认为，中美关
税新举措的出台，体现了双方在相互开放、
持续沟通、合作和相互尊重的精神下，为推
动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发展、避免脱钩断链作
出的努力，有望为全球经济带来积极影响。
另一项重要共识是，仅仅四十来天，傲慢无
序的美国政府就被迫按下关税大战暂停键，
是因为美国经济遭遇反噬。
目前美国制造业活动正在放缓，费城联

储制造业指数4月份下降了38.9点，为-
26.4，是2023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新订单
指数从3月的8.7跌至-34.2，降幅达42.9个
百分点，创下2020年4月以来的最差表现。
历史轨迹上，这种幅度的订单下滑仅出现在
经济衰退时期，而当前美国经济虽未正式步
入衰退，但已显露出“需求骤降”的疲态。
美国相关智库披露，约39%的美国受访

企业报告4月活动减少，仅13%的企业增长；

未来六个月的增长预期指标同样疲软，显示
制造业企业对前景普遍悲观。专家分析认
为，需求端萎缩与成本端高企的“剪刀差”，
令市场担忧美国经济可能滑向滞胀。关税
阴影下美国制造业信心崩塌，受访企业认为
政策不确定性将导致供应链进一步受阻。
服务业同样受到严重冲击。特朗普政

府的关税壁垒措施不仅损害货物贸易，也波
及占美国经济70%以上的服务业。
标准普尔报告明确指出，由于特朗普贸

易政策的不确定性，4月美国服务业商业活
动的增长速度已回落至近一年半以来的最
低水平。“美国服务出口正以2022年以来从
未有过的速度下降，无论是面向企业还是消

费者的服务提供商，尤其是金融服务公司，
都报告称增长前景明显疲软。”
美国旅游协会预计，如果目前趋势持

续，2025年美国旅游业的潜在损失将达到
210亿美元。同时在核心物流方面，大量港
口和公路运输服务停滞，在金融与服务方
面，许多企业开始削减会计服务。
作为美国经济的核心支柱，服务业的脆

弱性在关税战之前并没有被特朗普重视。4
月以来，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澳大利
亚等国都在打服务贸易这张牌。美国最大
客源国加拿大3月航空及陆路入境游客分别
同比锐减14%和32%，夏季赴美预订量更骤
降超30%；美国旅游协会的数据显示，西欧、

亚洲和南美等高价值市场的游客量均呈现
两位数下滑。2024年，外国游客在美国消费
超过1800亿美元，超过所有农产品出口的总
和。显然这些反噬效应是美国难以承受的。

亚洲开发银行前行长中尾武彦表示，特
朗普在强调美国的贸易赤字时，故意忽略了
美国在服务业领域享有的顺差，他的关税政
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导。“特朗普一直希
望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但全球产业链的分
工是基于经济的理性要素，这些特性很难改
变。”因此，对关税大战按下暂停键，就是美
国政府不得不作出的调整。

王泠一（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研究员）

挥“大棒”遭反噬 美被迫按暂停键

据新华社利雅得5月13日电 据沙特通
讯社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当天在沙
特首都利雅得签署两国政府战略经济伙伴关
系文件以及涉及国防和能源等多个领域的双
边协议和合作备忘录。

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
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并共同签署两
国政府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文件。

穆罕默德和特朗普随后见证沙美双方关
于沙特军队现代化和能力发展的意向备忘录
及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同时，两国
还宣布双方签署了矿产、司法和航天等领域

合作文件。
特朗普13日抵达沙特开始访问，之后还

将访问卡塔尔和阿联酋。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3日电 美国白宫

13日发布声明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签
署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

声明说，美国与沙特签署的这项协议为
“史上最大军售协议”，该协议是沙特同意向
美投资6000亿美元一揽子协议的一部分。沙
特是美国军火最大买主之一。
根据协议，十余家美国防务企业将向沙

特提供先进武器和服务，涵盖五个领域：空军

升级与太空能力建设、防空及导弹防御系统、
海上与海岸安全体系、边境安全及陆军现代
化改造、信息与通信系统升级。此外，美方还
将为沙特武装部队提供培训和支持，包括加
强沙特军事院校教育和军事医疗服务等。

据新华社利雅得5月13日电 正在沙特
阿拉伯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说，他将
下令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

特朗普当天与沙特王储本·萨勒曼和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讨论叙利亚局势。美国国
务卿鲁比奥本周将与叙利亚外交部门负责人
希巴尼举行会晤。

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成果丰硕

中拉合作奏响全球南方时代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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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美签署多领域合作文件
包括近1420亿美元军售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