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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于解决中
国议题主要诉诸传统途径：建立正式会谈机制
以取得渐进、缓慢的进展。特朗普遵循其两位
前任的做法，发起了与中国进行定期会谈的机
制，对话被重新命名为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美
国对外贸易委员会副主席科尔文认为“叫什么
名字并不重要”，定期举行高级别经济对话是

“化解紧张和解决争端的一个有用工具”。
据 《日本经济新闻》 网站报道，美国商

务部长罗斯在华盛顿发表演讲称，“中美之间
存在必须纠正的严重的贸易不均衡。”罗斯显
示出迫使中国削减对华逆差的姿态。在同一
场合发表演讲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介绍

称，美国牛肉时隔 14 年重返中国市场，今年
前 5 个月中国自美进口天然气已达 40 万吨。
汪洋呼吁：“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希望中美避免对立，探索合作。

《华尔街日报》报道还指出，对话结束后，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称，他希望重新平衡两国贸
易关系，使其向着更加公平和平等的方向发
展。罗斯提到了他在两个月前与中国达成了针
对特定领域的小范围市场开放协议，但指出最
艰难的工作尚未完成。中方官员则提醒称，应
避免偏离合作的轨道。中国副总理汪洋对罗斯
表示，对话不能立即解决所有分歧，但对抗会
立即损害双方利益。 （云谱萱编辑整理）

根据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共识建立的全面经济对话机
制，是促进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举措。相较于中美战略与经
济对话机制，该机制议题领域更为集中，操作起来更加灵活。

在如今美国新政府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都在不断调整的背
景下，全面经济对话机制的举行为中美经贸中存在的问题提供
了高质量对话的平台和解决机会，也有利于促进中美经贸关系
乃至中美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首先，对话能让中美双方
分别提出自己在经贸领域的诉求与意见，为双方一道努力解决
问题提供前提条件。其次，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的开始能为
双方释放信号提供机会，为两国提供相对明朗的心理预期。这
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缺乏沟通造成的误会并减轻经济体受政
策冲击的力度，对管控中美双边关系十分重要。

尽管如此，中美经济矛盾和摩擦仍不容忽视。美国对中国
的抱怨主要可概括为3点，一是认为中美经贸关系严重不平衡，
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二是认为中国市场对美开放度不够；
三是认为中国的钢、铝等行业存在倾销问题。特朗普曾多次对
中美经贸关系表达不满，要求“纠正”中美之间巨额的贸易不
平衡，甚至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惩罚”。但这并不意味着全面大
规模的贸易战将出现。首要原因是激烈的贸易政策不符合美国
根本利益，擅长心理战的新一届美国政府言论激烈但落到实处
常会向后撤。其次，两国之间绝对的贸易平衡不可能实现。贸
易与投资交易是市场导向下各方作用的结果，短期看一定会有

贸易的逆差和顺差，投资也有你多我少的差别，但从长期和总
体看，不应存在谁输谁赢的问题。更毋需多言，美国和中国处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国情。

不过，美国对华也会有所行动，例如通过心理战术降低中
国的预期，试探中国在关税等问题上的底线。议题联系也是美
国新政府的惯用方法，比如将朝鲜议题和贸易议题挂钩进行交
易等。此外，美国政府还可能采取具体的举措谋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今年4月，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两起针对钢铁和铝进口对美
国国家安全影响的调查便是例证。

汪洋副总理与罗斯的第一次对话在经济合作方向上达成共
识，这值得欣慰。中美两国对双边经贸关系存在的不同理解和
不满需要双方长期、深入和全面的磋商、谈判，仅仅一次全面
经济对话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是意料之中。中美之间的其他对话
机制以及“百日经济行动计划”都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平稳发
展提供了“新机制”，注入了“正能量”。

中国是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治理的领导者和积极参与者，
一直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和推动经济一体化，提倡互利共赢。中
国也明确表示希望与美国保持稳定的经贸关系。中美双边经贸
关系不仅影响两国本身的经济发展，也对全球经济和投资格局
的演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期待中美两国间逐渐实现一种
新的平衡关系。这将极大推进全球贸易与投资的效率，并为世
界其他地区带来深远裨益。 （云谱萱采访整理）

近日，最新出炉的经济数据为中国赢来一

片点赞声。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超过外媒

预期。外媒纷纷指出，出口增加和内需旺盛成

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两驾马车。中国经济表现凸

显中国经济弹性，给全球经济带来稳定性。摩

根斯坦利亚洲部主席斯坦利·洛奇则坚信，“技

术进步与生机勃勃的消费群体，将推动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迎来更迅猛的增长期”。

创新与消费为创新与消费为中国经济添动力中国经济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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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

“新机制”注入“正能量”
受访专家：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达巍

图为贴有美国标签的牛肉14年来首次出口至中国。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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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欲推广老人陪伴机器人

中国老年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已经占据世界老年
人口比例的1/4。但是众多老人的子女并不跟他们一起
生活，情感上陪伴的缺失成为重要问题。为更好地照
顾和陪伴老人的晚年生活，政府正鼓励相关人工智能
产品的研发。

有人认为机器人虽然可以唱歌、做操，但不能和
它进行进一步亲昵动作，无法代替儿孙。也有人想要
机器人全天候陪伴，因为普通的聊天、交流能有效排
解孤寂。目前，中国政府希望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晚
年陪伴机器人，并将它作为礼物送给2.3亿单身老人。

——法国“科学邮报”网站

图为老人好奇地观看机器人。 （资料图片）

俄90%国际包裹来自中国

今年上半年，俄罗斯邮政处理了超过1.474亿件国
际包裹，同比增长 50%。预计到年底时，国际包裹数
量将超过3.4亿件，其中约90%来自中国。这些发自中
国的包裹主要来自于京东等。直邮到俄的包裹数量较
去年明显增加，由此缩短了运输时间。邮政物流的现
代化和与俄海关的协作，同样是俄年初迎来包裹数量
高峰的原因。

俄互联网贸易公司协会主席阿列克谢·费奥德罗夫
认为，现在俄邮政的处理能力已然向中国展开，中国
电商发展速度之快，使得俄邮政将更加关注中国电
商，同时督促国内电商发展。

——俄罗斯《生意人报》

图为俄罗斯邮政人员在处理国际包裹。（资料图片）

零售业的未来要看中国

零售业正处在一个动荡时期。要想一窥未来的发
展趋势，美国零售商和电子商务公司应该看看中国，
中国已然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

中国公司一直在忙着进行线上和线下融合，做到
更加无缝衔接。没有导购员和收银员的便利店正在大
城市涌现。在这些店里，顾客可下单、在店内吃饭、
叫外卖以及安排将食品杂货送至家中，所有这些都在
手机上完成。为此，中国企业正在整合支付系统并简
化库存和配送体系以提高效率，同时收集有关消费者
习惯数据。这将使零售商能够迎合消费者的需要，并
更好地运用线上、线下销售平台。

——美国《华尔街日报》

海 外 之 声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正在推动纯电动汽车的普及，销量实际
上在世界范围位列第一。图为电动汽车充电桩。 （资料图片）

“投资故事”变“消费故事”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中国
经济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6.9%，高于
去年同期的 6.7%。上半年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

国际舆论一向关注中国经济转型
进展情况。正如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所
说，中国经济未来能否保持向好势
头，取决于能否实现从依赖房地产投
资等旧有增长方式向现代化、开放型
经济转型。最新的中国经济数据让世
界纷纷点赞。

据埃菲社报道称，分产业看，第
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5%，第二产
业增加值增长 6.4%，第三产业增加值
增长 7.7%。这表明中国经济正在朝着
以内需和服务业为基础的增长模式转
型。路透社报道称，中国经济今年第
二季度继续保持强劲动能，这主要得
益于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发
力。报道引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
邢志宏的话指出，今年以来，消费增
长稳健，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63.4%，稳居“三驾马
车”之首，同时外需明显回稳向好，
上半年出口增长了 15%，“所以现在是
内外需求联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格局
在进一步改善”。

韩国 SBS 电视台称，从上半年的
增长表现看，“出口增加和内需旺盛成
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两驾马车”，这为中
国经济增长“播下火种”。《日本经济新
闻》网站报道指出，中国扩大对基础设
施的投资，内需表现坚挺，出口也有所
扩大。

彭博社称，中国今年上半年的经
济增长凸显中国经济的弹性，虽然决
策者努力抑制过度和投机性的信贷，
而且中国房地产投资也处在降温期
间，但中国经济活动依然保持了强劲
增长。报道引述野村证券亚洲首席经
济学家苏博文的话称：“这表明北京的
金融去杠杆政策是及时的，中国决策
者小心谨慎地选取目标而不使其对实
体经济产生太多的溢出效应。虽然财政
刺激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推动
器。令人鼓舞的是随着零售额增加，中
国经济出现了更多的再平衡迹象。”

正如荷兰国际集团安银银行的经
济学家依瑞斯所说：“中国经济增长非
常强劲。这更像是一个消费故事而不
再是投资故事。”

“中国是全球经济稳定器”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一向是世界关注的焦
点。正如英国广播公司称，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
擎，受到全球投资者密切关注。

英国 《金融时报》 称，受中国经济数据提振，布伦特原
油价格上涨了0.5%，铜价上涨1%，锌价上涨2.1%。在欧美股
市，资源股大幅上涨。

“中国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德国财经网报道称，目前
国际政治和经济处于不稳定中，尤其是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
台创导的“美国优先”政策让各国担心。中国经济继续稳步
推进，不仅给国内企业信心，同时也给全球经济带来稳定性。

“中国经济繁荣促进世界贸易，”德国《经济新闻报》称，由
于美国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经济在全球贸易中的作用不断上升。
尤其是“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欧亚未来经济一个新的发动机。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引述澳联邦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克莱格
的话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数据对全球来说都是鼓舞人心
的，而且将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他说，“中国经济强劲增长让澳大利亚受益很大。”

对于中国在经济转型方面所做的努力，外媒不吝赞美之
词。

英国 《经济学人》 杂志的研究报告认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已成为中国首要的经济政策议题，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里，它指导着政府从去产能到去企业债务杠杆的一系列努
力，改革的目标在于使国民经济摆脱对刺激措施的依赖，通
过释放潜在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路透社报道则引用中国国
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表示，上半年公布的宏
观经济成绩单大大超过市场预期，包括投资、消费、外贸等
等，显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在显现。

7月 14日至 1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
备受外界关注。彭博社网站报道，中国将设立一个国务院下
属委员会，负责监管金融稳定和发展。报道引用经济学家拉
吉夫·比斯瓦斯的话表示，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显示，中国政府
渴望防止金融系统发生可能造成失稳的震动，“央行和新设立
的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将是稳定住银行系统内的不良贷款，对
影子银行业风险以及与规模不断扩大的公司债务有关的风险
实施管控”。报道称，自亚洲金融危机后推行全国金融工作会
议这一机制以来，该会议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日程表中一直
占据着独特地位，该会议旨在鼓励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展示“新气象”

德国《经济新闻报》称，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仍需要钢铁、房
地产的拉动，但别忘了中国经济的新气象，尤其是互联网经济：
在阿里巴巴的网购平台，商品销售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33.4%。
中国民众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红利也不断增加。民众购买力上
升，中国内需不断增加。这是经济转型的成功例证之一。

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近日播出的一期节目中，摩
根斯坦利亚洲部主席斯坦利·洛奇说：“从电子商务到医疗研
究，中国掀起的创新浪潮真的令人惊叹。”洛奇相信，中国经济
比西方认为的更加有活力，而且，技术进步与生机勃勃的消费
群体将推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迎来更迅猛的增长期。“在电子
商务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在向消费模式转型
中取得了卓越的进步。中国的电子商务在总
消费中所占份额是美国该数据的两倍还多，
而且，这一差距还在加大。”洛奇说，在过去
近 40年的时间里，中国遭受了无数质疑，事
实证明中国经济依然稳步前进。中国还将继
续证明，所谓“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
重蹈日本覆辙等说法均是无稽之谈。

当然，仍然有外媒表达了一定的担
忧。不过，整体而言，国际社会对中国经
济的发展依然信心满满。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推动中国经济
增长的仍然是许多熟悉的行业：快速兴建
公寓楼；强势的零售销售额，尤其是线上
零售额；对基础建设持续的大额投资，包
括修建新高速路和高铁线路。报道指出，
许多新的基建项目都稀疏地散落在西部沙
漠地区，这些地区短期的经济效用可能有
限，但是习近平主席有着战略远景：利用

“一带一路”将中国经济与亚洲、中东以及

欧洲和东非的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连接起来。
路透社报道称，分析人士认为，房地产投资大概率放

缓，金融去杠杆效应逐步显现，会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下半年
经济。但是，“中国第二季度强劲的 GDP 增长为深入改革铺
平了道路。”中国下半年经济增速虽然可能有所调整，但调整
幅度是有限的，更有可能出现“前高后稳”的情形。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对于2017年设定的GDP
增速目标是6.5%左右。鉴于2017年上半年GDP增速已经达到
6.9%，中国政府对于下半年的经济增速要求可能放低，这为
实施经济改革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报道认为，虽然来自金
融系统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是分析家认为，稳定依然是中国
经济当前发展的关键词。7 月 14 日，由于稳定的经济发展前
景，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确认对中国的A+信用评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