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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人为设置高关税壁
垒，阻碍了自由贸易，损害了
公平竞争，是对市场经济原则
和 国 际 经 贸 规 则 的 公 然 践
踏。这种短视之举保护不了
美国相关产业，只会让美国企
业和消费者承担更多的损失、
付出更大的代价

近日，美方出于国内政治考虑，滥用 301
关税复审程序，宣布在原有对华 301 关税基

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等产品的加征关税。美方一意孤行将经贸问

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关税大棒打压中国产业

发展和正常经贸科技活动，不仅严重践踏市

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而且严重危害

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美方加征关税，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

护主义行径。美方声称中国相关产品威胁美

国“国家安全”、中国进行所谓“不公平贸易行

为”，不过是虚妄的借口。美方强行对中国产

品再次加征关税，主要目的是打着保护美国

相关产业的幌子捞取政治私利。正如美国智

库凯托学会研究员克拉克·帕卡德所指出的，

美国政府的新关税政策再一次将政治目的凌

驾于本国利益之上，是美国国内一场“通往保

护主义深渊的竞赛”。美方人为设置高关税

壁垒，阻碍了自由贸易，损害了公平竞争。这

种做法保护不了美国相关产业，只会使其在

安逸的环境中愈发丧失竞争力。美国耶鲁大

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指出，美国政府发

起的对华 301 调查中的相关指控缺乏证据，

美国试图用关税政策遏制中国产业发展是“短视的”，实现不

了重振美国产业的长期目标。

美方加征关税，是典型的霸权主义和霸道霸凌行径。美

国上届政府对华加征 301 关税，严重干扰了中美正常的经贸

往来，已被世贸组织裁定违反世贸规则。美方非但不予以纠

正，反而再次加征关税，从根源上讲是美方一些人的“中国焦

虑症”使然。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单极霸权，将中国的发展视

为威胁，不择手段地打压中国，已经到了近乎失去理智的程

度。中国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是企业技术创新和积极参与市

场竞争的结果，得益于中国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和巨大的国

内市场，符合世界经济发展需要，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

有利于世界。美国一味打压中国相关产业发展，并不能证明

美国的强大，反而暴露出美方已丧失自信，乱了方寸；并不能

解决美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反而会对国际产供链的正常运转

造成进一步破坏；并不能阻止中国的发展振兴，反而会激发

14 亿多中国人民更加奋发图强。

美国对华 301 关税措施已经持续 6 年之久，给两国企业和

美国消费者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也扰乱了全球贸易秩序，影

响全球经济稳定和安全。据穆迪公司推算，美国消费者承担

了对华加征关税 92%的成本，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增加开支

1300 美元。美方不深刻反思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严重弊

端，反而一错再错，只会显著推升进口商品成本，让美国企业

和消费者承担更多的损失、付出更大的代价。美中贸易全国

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认为，维持之前的关税以及征收额外

关税最终会增加美国企业在国内外的竞争难度，削减美国就

业岗位，并在通胀时期增加美国制造商和消费者的负担。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美方进一步加征关税是在

给世界经济发展制造麻烦，在国际上不得人心。瑞典首相克

里斯特松日前同到访的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回答有关美国对华

加征关税的问题时表示：“就（征收）关税而言，我们一致认为，

破坏全球贸易是一个坏主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

吉塔·戈皮纳特表示，美对华贸易设限加剧经济碎片化趋势，

“使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益处明显逆转”。

单边行径和保护主义违背时代发展潮流。面对中美经贸

关系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互惠

互利、平等协商，按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办事，扩大和深化经

贸 互 利 合 作 ，尊 重 彼 此 的 发 展 权 利 ，追 求 中 美 共 赢 和 世 界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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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华盛顿 5月 19日电 （记者李志伟）“‘中国产能过

剩’是个伪命题。美方应该排除国内政治干扰，停止为中美关

系设置新的障碍。”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日前表示。

当地时间 5 月 16 日，谢锋参加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

的 第 五 届《我 的 中 国 相 册》颁 奖 仪 式 暨 线 下 故 事 分 享 活 动

并致辞。他表示，美方滥用 301 关税复审程序，进一步提高

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键矿产、半

导 体 等 产 品 的 加 征 关 税 ，打 着 公 平 竞 争 的 幌 子 搞 保 护 主

义 ，真 实 目 的 是 打 压 中 国 新 能 源 等 产 业 ，遏 制 中 国 高 质 量

发展，捞取政治私利。美对华贸易战打了 6 年，结果美贸易

逆差不降反升 2000 亿美元，物价上涨加剧通货膨胀，到头

来 埋 单 的 是 美 国 消 费 者 ，吃 亏 的 是 美 国 企 业 ，冲 击 的 是 国

际经贸秩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倒车不得人心，升级贸

易战、产业战、科技战，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只会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

谢锋强调，“中国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比较优势是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国新能源产品广受欢迎，靠的是持续

技术创新、完整产供链体系和充分市场竞争，靠的是中国人

民艰苦奋斗。在全球绿色转型背景下，以新能源汽车为代

表的中国“新三样”都是优质产能，既满足中国市场需求，弥

补了全球新能源供需缺口，又为实现全球节能减排降碳作

出巨大贡献。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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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日前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中匈两国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关于建立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双方将努力扩大两国人文

交流合作，共同办好 2024 年中匈建交 75 周年庆祝活动，不断

巩固两国人民友谊和双边关系社会基础。

近日，本报记者探访了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布达

佩斯中国文化中心、罗兰大学中文系和中国驻布达佩斯旅游

办事处，切实感受到中匈友好根基不断夯实、两国人文交流蓬

勃发展、民心相通持续加深。

让匈牙利民众更加喜爱中国文化

从宁静宽阔的城市公园步行 10 分钟左右，一幢纯白色的

欧式古典建筑便映入眼帘——这是新装修完成的布达佩斯中

国文化中心，进入其中就会发现，这里充满中国元素，景观花

园展现鲜明的苏州园林特色。

“我们采用‘新中式’的概念，让这座建筑既保有原本的欧

式风情，与街道的整体风貌一致，又在空间中嵌入中式元素，

使这栋建筑体现中匈文化的交融和互鉴。”布达佩斯中国文化

中心主任金浩向记者介绍。走上二楼平台，宛若江南庭院的

景致尽收眼底。金浩说，2020 年，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在

匈牙利正式注册成立，“我们的初心是做好中匈文化交流，通

过与当地文化机构、大学等深度合作，实现中华文化传播交流

的品牌化、本地化、年轻化”。

举办“月饼制作坊”活动，邀请匈牙利糕点师现场制作“匈

牙利式月饼”；推出介绍中国苏绣与匈牙利马丘刺绣的系列视

频；用“匈牙利扬琴”辛巴龙演奏中国民族乐曲……中匈艺术

文化在交流和对话中相互碰撞融合，增进了匈牙利民众对中

国文化的了解和喜爱。

去年 9 月，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组织匈牙利摄影家代

表团赴中国采风。“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现代化建设取得

的成就很大。”匈牙利摄影家萨莫迪·若尔特对中国快捷便利

的移动支付、井井有条的城市交通、热情欢快的广场舞人群印

象颇深，“穿行在街头巷尾，我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内涵随时代

变迁而变得日益丰富”。

近年来，随着两国合作和交流持续深化，不少匈牙利博物

馆、美术馆、图书馆等纷纷牵手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希望

共同推介中国文化。今年是中匈建交 75 周年，文化中心组织

策划了一系列活动。“最重要的是要让匈牙利民众更加喜爱中

国文化。”金浩说。

中文教学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匈牙利罗兰大学中文系位于该校的 F 楼。沿着楼梯拾级

而上，墙上一幅幅照片记录着这里举办过的中国文化活动。

楼里装饰着中国水墨画和书法作品，大部分指示牌由匈中两

国文字书写，路过的老师和同学们几乎都能用中文交流。

罗兰大学中文系历史悠久，去年 11 月举行了该系成立百

年庆典。“我们见证了匈中文化和教育交流的不断深入，也见

证了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罗兰大学副校长、孔子学院

匈方院长郝清新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曾获得第十四届中

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匈牙利知名的汉学家，参与编撰了新版

《匈汉词典》。在他的带领下，罗兰大学不仅成为培养匈中双

语人才的摇篮，也成为中东欧地区重要的东亚研究中心。

随着中国在匈牙利的投资不断增长，中国企业对双语人

才的需求越来越大。罗兰大学积极推动毕业生与企业对接，

不仅通过举办招聘会帮助学生找工作，还为学生们到企业实

习提供便利。

在书画艺术课堂上，匈牙利艺术家霍尔瓦特·雅尼斯正耐

心地教授学生们练习书法。这节课的书法练习是汉字“永”，

他走到临帖的学生身边，一一讲解笔画要点，亲自示范运笔

技巧。

“我原本是一名字体设计师，年轻的时候偶然接触到汉

字，这为我打开了全新的世界。后来我不仅学习书法，还专门

到浙江杭州进修中国国画课程。”霍尔瓦特说，他现在每年教

40 多名学生，很多学生已学习书法多年，“中国文化之美吸引

了很多匈牙利民众”。2022 年，罗兰大学孔子学院出版了一

本学生优秀国画和书法作品集《水墨丹青》。“这些作品是课程

的结晶，也是匈牙利民众对中国文化喜爱的象征。”霍尔瓦

特说。

艾妮克·加娅丝是罗兰大学孔子学院文化项目协调专

员。她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各种与中国有关的纪念品、玩偶、书

籍等。“这些是我们为文化宣传活动准备的。”艾妮克说，去年，

罗兰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 60 多场中国文化交流活动，既有为

几十名学生举办的讲座，也有十几万民众参加的春节庙会、龙

舟会等。

“要知道，匈牙利总人口不到 1000 万，但每年的中国文化

活动都格外火爆。”艾妮克自豪地说，最受欢迎的是书法展示

——很多民众排队学写汉字，两位书法老师从早忙到晚。“我

们还会邀请匈牙利民众组成的舞龙舞狮队或者武术队参加表

演，这些活动深受欢迎。”艾妮克表示。

旅游业合作前景更加广阔

匈牙利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有着壮美

的自然风光和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2003 年，匈牙利成为中

国在中东欧地区第一个旅游目的地国。此后，中国赴匈旅游

人数持续增长。

在布达佩斯李斯特国际机场，所有指示牌都配有中文标

识；市中心的部分交通自动售票机上也有中文显示，方便中国

游客出行。匈牙利旅游局还推出了多条旅游路线，希望通过

布达佩斯以外的乡村深度游以及在多瑙河乘坐区域邮轮等，

让更多中国游客探索具有独特魅力的匈牙利文化。

匈牙利国家旅游局局长柯尼德告诉本报记者，中国是匈

牙利旅游业最重要的客源市场之一。匈牙利高度重视与中国

在旅游领域的合作，旅游业已成为匈中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

之一。“中国游客对匈牙利的认可度很高。中国朋友对裴多

菲、李斯特等匈牙利历史名人耳熟能详，这也增加了匈牙利旅

游的美誉度。”他表示，今年 6 月底将有新的匈中直飞航班开

通，展现出匈中两国旅游合作的巨大潜力。

近期，中国宣布对匈牙利等国试行免签政策以及针对外

籍来华人员优化支付服务等措施，让匈牙利民众赴华旅游更

加便利。2016 年开业的中国驻布达佩斯旅游办事处，是中国

在中东欧地区设立的首个旅游办事处。8 年来，中国驻布达

佩斯旅游办事处在匈牙利举办丰富多彩的旅游推广活动，吸

引越来越多的匈牙利民众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匈牙利汉

学家安奈特在办事处担任顾问，她告诉记者，每次办事处举办

中国文化活动，现场民众的参与度都很高。

去年 6 月，数千名当地民众参加了首次在布达佩斯举办

的“茶和天下·雅集”暨中国茶文化主题展。在这场活动中，10
名中文专业的匈牙利学生在中国老师的指导下，成为活动上

的“茶艺师”，不仅展示制茶工艺，请参观者品尝中国茶，还介

绍茶背后的故事和历史，帮助参观者了解中国文化。“不少匈

牙利民众向我咨询在哪里可以买到中国茶和茶具。”中国驻布

达佩斯旅游办事处工作人员刘杰说，参与活动的大部分是匈

牙利年轻人，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

“中国文化在匈牙利获得良好传播，让更多匈牙利民众产

生亲身到中国参观的愿望。文化上的相互吸引让匈中两国旅

游合作大有可为。”安奈特说。

（本报布达佩斯电）

扩大人文交流合作 夯实中匈友好根基
本报记者 颜 欢 张慧中 李增伟 刘仲华

在匈牙利罗兰大学孔子学院的书画课上，学员们在临摹字帖。 本报记者 刘仲华摄

“习近平主席时隔 8 年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推动塞

中铁杆友谊迈向新高度。”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玛丽娜·
拉古什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塞中两国领导人达

成多项共识，为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创

造更多机会。

此次访问中，两国元首宣布，深化和提升中塞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拉古什认为：“塞中将

双边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向世界发出互信与合作的声音。

在全球不确定性增加、地缘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此次访问意义

重大。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塞中能够在尊重彼此差

异的同时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拉古什曾担任塞尔维亚议会塞中友好小组主席并访问过

中国，对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许多高新技术企业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印象深刻。“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体现了民主真正的本

质。”拉古什表示，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借鉴，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就治国理政经验

进行更密切交流。

拉古什参观过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施工现场以及在塞尔

维亚的中国企业。她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国际合作

的典范。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下，塞尔维亚正发生日新月

异的变化，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匈塞铁路施工现场，我看到两

国团队正在高速高质推进建设任务。塞中合作项目对于互联

互通和国家发展意义重大。”

考察中国在塞尔维亚的投资是拉古什在塞尔维亚议会

的职责之一。她特别提到河钢斯梅戴雷沃钢厂，并表示“来

自中国的投资帮助企业走出了困境，目前钢厂已成为塞尔

维亚三大出口企业之一，为塞尔维亚创造了大量税收”。拉

古什说，中方的投资避免了众多当地员工失业，合作后企业

以最快速度实现盈利，这一过程中的管理经验值得在塞尔

维亚推广。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塞自由贸易协定将于今年 7 月 1 日

正式生效，拉古什对此十分期待：“塞尔维亚的农产品即将进

入广阔的中国市场，这种美好的前景令人兴奋。”她希望在自

贸协定推动下，两国在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领域开展务实合

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拉古什十分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认为这些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对话

合作，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本报贝尔格莱德电）

“推动塞中铁杆友谊迈向新高度”
——访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玛丽娜·拉古什

本报记者 谢亚宏 王海林

凌晨，老挝人民军 103 医院。中国

人民解放军援助老挝人民军医疗专家

组（以下简称“医疗专家组”）教授刘海

涛被电话铃声唤醒。医院刚刚接诊了

一 名 突 发 心 脏 病 的 外 国 游 客 ，病 情 危

急，刘海涛随即赶往急诊室。

针对患者心率、血压下降等紧急情

况，刘海涛带领的胸痛中心团队立刻对

患者展开抢救。“我们紧急展开讨论，借

鉴以往相关诊疗经验，选择了一处合适

的支架植入点，让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

控制。”刘海涛说。

紧急救治只是医疗专家组日常工

作的一部分，中国专家还帮助老挝人民

军 103 医 院 开 展 了 多 起 全 国 首 例 复 杂

手术。“这些手术的成功实施，给老挝患

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和更好的生活

质量。”老挝人民军 103 医院院长沙翁

赛说。

自 2019 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持续

派出医疗专家组，为老挝带来药品、耗

材、医疗设备和技术支援。去年 12 月，

第十批医疗专家组抵达老挝首都万象，

开始为期 6 个月的医疗援助工作。“从第

一批到第十批，医疗专家组与老方团队

一 起 攻 克 技 术 难 关 、开 拓 医 疗 领 域 合

作，老挝医院的诊疗服务水平得到显著

提升。”老挝人民军总后勤部卫生局局

长康鹏表示。

医疗专家组还通过专项授课、医疗

查房和一对一教学等方式，将微创治疗

等医疗技术知识传授给老挝医护人员，

提升当地专业技术水平。中国驻老挝

大使馆国防武官李兵表示，长期以来，

医疗专家组在老挝赢得了民众的尊重

和信任。不少患者慕名而来，寻求治疗方案，医疗专家组的

门诊量不断增加。老挝人民军 103 医院副院长康维莱表

示：“中国医生对老挝常见病的诊断与治疗开展了精准援

助，老中医疗卫生合作迈上了新台阶。”

“未来，中国援老挝医疗专家组将继续深化与当地医疗

团队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开展更多培训项目、学术交流和

技术合作，帮助当地提升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保障民众身

体健康，谱写中老友谊新篇章。”第十批医疗专家组组长王

福利说。 （本报万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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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 5月 17日电 （记者刘方强）中非教

育合作研讨会 17 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

自非洲联盟（非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驻非盟使团、埃

塞教育部等机构的代表参加，就“教育与发展”“教育与安全”

“职业教育”等话题进行了研讨。

非盟委员会教育、科技与创新委员贝勒侯赛因说，非盟

《2063 年议程》的愿景是建设一个繁荣的非洲，其中教育是

进步的基石，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引擎。教育、

和平与安全是相互关联的。通过重视教育发展并将和平与

安全因素纳入教育系统，可以帮助实现非洲和平与可持续

发展。

中国驻非盟使团团长胡长春在致辞时说，非洲是世界

上青年人口最多的大陆。非盟将 2024 年确定为“教育年”，

体现了各成员国通过教育改革促进经济社会转型、改善民

生、实现非盟《2063 年议程》的决心。中国坚定支持非盟实

现其目标。

胡长春表示，教育是中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

来，中国一直大力支持非洲教育事业发展，根据非洲的实际帮

助培养非洲急需的人才。中非教育合作已逐步形成多层次、

多领域、多形式的格局。

据中国驻非盟使团介绍，2012年以来，中国已经为非洲 1万

多名教师提供了培训。双方在非洲建立了 67 所孔子学院和

10 个孔子课堂。每年有大量非洲学生到中国学习，中国已成

为越来越多非洲年轻人向往的留学目的地。

此次研讨会主题为“深化教育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共筑

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除了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有来

自埃塞高校的学生代表共约 200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中非教育合作研讨会在埃塞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