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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中俄同
江—下列宁斯阔耶铁路
桥重要组成部分——黑
龙江特大桥中方最后一
吊钢梁安装到位，标志着
同江中俄铁路大桥中方
段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同江中俄铁路大桥
于 2014 年 2 月 26 日奠
基，是中俄首座跨界河
铁路大桥，设计铁路年
过 货 能 力 2100 万 吨 。
大 桥 全 长 7193.71 米 ，
其中跨江大桥主桥全长
2215.02 米 ，中 方 境 内
1886.45 米 ，俄 方 境 内
328.57 米。大桥建成通
车后，将使国内铁路与
俄远东地区至西伯利亚
铁路相连，增加一条连
俄通欧国际大通道，对
于加强中俄经贸往来、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助力新时代东北振兴发
挥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柯仲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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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澳门10月14日电（记者苏宁） 第十届
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 13下午在澳门渔人码头
举行启动仪式，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梁
维特、中葡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秘书长徐迎
真，各葡语国家驻澳总领事和澳门中联办、外交
公署等机构官员，共同为一连 6天的文化周活动
揭开序幕。

徐迎真在致辞时说，今年是中葡论坛（澳门）
成立15周年，也是中葡文化周举办10周年。10年
来，文化周充分发挥澳门中西合璧的多元文化特
色，打造了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的
平台。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将以论坛成立15周年

为新的起点，与澳门特区政府和论坛各与会国一
同创新文化交流形式，丰富文化活动内涵，推进澳
门“中葡文化交流中心”建设，以澳门为平台，推动
中国内地、澳门与葡语国家间更广泛而深入的文
化交流合作。

本届文化周活动除了部分已于9日提前开始
的活动外，13 至 18 日在渔人码头的活动丰富多
彩，包括中国及葡语国家歌舞表演、手工艺市集、
摄影联展、美食品尝、产品展销和工作坊等，方便
市民和游客多维度体验中葡文化。澳门邮电局12
日还专门发行邮品，纪念中葡论坛 （澳门） 成
立15周年。

本报泰安电 （毛馨、陈莎莎） 10 月 13 日，“国泰
民安”2018海峡两岸暨全球华人敬天祈福活动在山东
省泰安市盛大启幕。

台湾宫庙代表团 30余人、海峡两岸各领域专家学
者、海外留学生代表、媒体界朋友和各界传统文化爱
好者共千余人参与了本次活动，共同敬天祈福，祈求
国泰民安。

自 2016年起，中华民族敬天祈福活动在泰安已成
功举办两届，在促进两岸基层民众交流、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年的活动以

“国泰民安”为主题，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
华民族团结、延续民族传承道脉”为宗旨，分为线上
公益祈福与线下文化交流活动两部分，主要活动包括

“国泰民安”2018海峡两岸暨全球华人敬天祈福盛典、
2018中华传统文化交流大会、“国泰民安” 2018海峡
两岸暨全球华人敬天祈福公益拍卖盛典、“登高祈福”
泰山登山活动。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泰安市委员会、山东省海峡两岸经济
文化发展促进会指导，九州文化传播中心、罗浮山国
学院主办。

本报汕头电 （刘强）“走进广
东——魅力汕头”两岸联合采访活
动前不久在广东省汕头市举行。活
动期间，来自海峡两岸的媒体记者
走访了汕头大学、汕头市小公园开
埠保育活化区、汕头海关关史陈列
馆等地，了解独特的潮汕历史文化
和改革开放以来汕头日新月异的经
济社会发展面貌。采访组通过文字、
视频、图片等多种形式记录每天的
所见所闻。有台湾媒体表示，希望通
过各种形式的报道，扩大汕头在岛
内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据了解，汕头与台湾地缘相

近、人缘相亲，是广东省距离台湾
最近的地区，也是台湾同胞祖居地
和台商最早投资大陆的区域之一。
近年来，汕头已开通广东省首个对
台海上货运直航航线以及汕台空中
客运直航定期航线；通过建设潮南
台湾农民创业园、南山湾科技园、

“群光汇”商业综合体等，汕头不
断吸引台商、台资企业入驻，提高
两地的经贸交流水平。便捷的对台
立体交通网络、良好的营商环境、
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使汕头成为
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与人员
往来的热点地区之一。

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启动

多彩中葡文化汇聚澳门
海峡两岸暨全球华人
敬天祈福活动在鲁举行

图为敬天祈福活动现场。

两岸媒体采访团走进汕头

要 闻

今年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
战，引燃并推动事态升级。面对贸易摩擦，
国内出现了“恐美论”“必输论”等错误观点
和悲观论调。事实上，许多国际知名学者、
主流媒体和知名机构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认
为中国完全有能力维护自身利益，贸易战扼
杀不了中国经济发展势头。

一、“白宫低估了中国人的决
心、信念和耐心”

美国政府挑起贸易战的直接理由是解决
巨额贸易逆差。然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
贸易逆差是中美经济结构造成的，不存在中
国占便宜的问题。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认为，中美经
贸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同供应链扭曲有关。美
国锡拉丘兹大学贾森·戴德里克等学者的研究
报告指出，由中国组装的iPhone7，抵达美国
时被记录为制造成本约 240 美元的进口商
品，但实际上中国从每部iPhone7只赚8.46美
元。对于一部iPhone7的美中贸易逆差，合理
的算法是它在中国产生的制造成本 8.46 美
元，而不是240美元。

对 于 美 国 指 责 中 国 的 另 一 大 “ 罪
状”——盗窃知识产权，事实亦非如此。美
国前财长、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认为，中国
公司在某些技术上的领导地位并不是窃取美
国技术的结果，美国总统采取对华贸易行动
的前提就是错误的。他表示，中国技术的进
步“来自那些从政府对基础科学的巨额投资
中受益的优秀企业家，来自于推崇卓越、注
重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制度。它们的领导地位
就是这样产生的，而不是通过在一些美国公
司持股产生的”。

既然贸易逆差和知识产权的指责都站不
住脚，那么，美国政府为何不顾国内外反对
声浪，执意要挑起贸易战？对此，日本东京
大学名誉教授吉川洋一语道破“天机”。他认
为，美中贸易摩擦的背后是美国对GDP被逆
转的焦虑。他引用英国 《金融时报》 的估
算，今后 10年左右，美中 GDP将出现逆转。
日本专修大学教授大桥英夫指出，美国对华
启动 301 条款，“体现了美国地位受到威胁、
担忧和不安增加的信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
茨认为，美国挑起贸易摩擦证明，“面对一个
在各个领域甚至最先进领域都可能取代美国
的中国，已经不知所措”。

贸易战没有赢家，损人者必害己。美国
《华盛顿邮报》 刊文提出：2018年 7月 6日最
终会成为经济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日子吗？

这一天，美国对华加征的第一轮关税措施正
式生效。该报将其与胡佛总统 1930年 6月 17
日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同等视
之，认为正是这个关税法案导致贸易保护主
义和大萧条加剧，成为二战爆发的间接原
因。文章认为，宣称“贸易战很容易打赢”
的美国总统很明显没有接受这一历史教训。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特朗普让美
国成为世界笑柄》 一文中也提到了“斯穆
特—霍利关税法”。他写道：“特朗普曾说，
美国不能再成为世界的笑柄。被全世界当作
笑柄的难道不正是如今的美国吗？”

国际人士普遍认为，美国打响“经济
史上最大的贸易战”，整个世界都被捆绑，
这 不 仅 是 “ 经 济 错 误 ”， 也 是 “ 时 代 错
误”。美国前贸易谈判副代表温迪·卡特勒
嘲讽道：美国总统“非常迅速地扣动了扳
机，但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如何走出悬崖”。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者哈里·布罗
德曼在 《福布斯》 刊文认为，“美国正打赢
对华贸易战是危险的胡话”。文章指出，天
真的美国总统贸易团队对于自己似乎击中
了 中 国 的 要 害 ， 感 到 有 点 飘 飘 然 ， 但 是

“ 白 宫 低 估 了 中 国 人 的 决 心 、 信 念 和 耐
心”。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锡拉丘兹大学经济学教授玛丽·洛夫利在

《纽约时报》 撰文认为，“中国会赢，是因
为它在更巧妙地玩这场游戏”。文章也说，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约占中国制造业收
入的 3%，这个份额不足以对中国造成灾难
性后果。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
长罗思义认为，在美国挑起的这场贸易战
中，时间在中国一边。

二、“美国没有能力阻止中国
创新”

大部分国际观察人士都注意到，美国的
关税大棒直接瞄准的是“中国制造 2025”。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
为，美国不希望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
少可以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促成中国陷
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国回到“贫
穷社会主义”阶段。美国沃顿商学院院长杰
弗里·加勒特指出，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事关两
个国家对“21 世纪全球创新经济的领导权”
的争夺，而且这种竞争“只会愈演愈烈”。

虽然美国极力阻挡、干扰中国高新技术
产业前进步伐，然而，中国无论从科研创新
能力、科技企业竞争力还是科技人才培养与
储备上，都已今非昔比。正如澳大利亚东亚
论坛网站文章所说，“美国没有能力阻止中国

创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校长基思·伯尼特
提出：“认为中国永远会依赖西方的创新，那
恐怕就错了。我所了解的中国正在研究和知
识方面投入前所未有的资金。”他说，中国已
经教会十亿人读写，建成了现代化的公路和
高速铁路基础设施，中国的创新基础现在与
美国大致相当。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18年 7月 10日公布
当年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显示，中国比去年
前进 5 位，排名第十七位。这是中国首次跻
身全球创新能力 20 强。该报告称：“在绝对
价值上，在研发支出和研究人员、专利及出
版物的数量等领域，中国如今在世界上都是
数一数二的。”该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
指出：“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明显提升。这宣
告多极化创新时代已经到来。”对此，美国

《福布斯》 周刊文章不禁感叹道，“被中国模
仿”时代已经过去，欢迎来到“模仿中国”
时代。

如果说坚实的科研体系和人才队伍是基
础，那么强大的高新技术企业群则是中国转
化创新成果、实现产业真正升级的敲门砖。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对中国商人和企业家日益
展现出的创新愿望和能力表达赞赏，他说：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意识到，为了在全
球经济中走在前列并保持这样的优势，必须
创新。”

中国科技产业的巨大进步是中国不惧美
国技术“要挟”的资本，也为进一步破解核
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难题奠定了坚实基础。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里夫近日在《纽
约时报》 刊文，在历数中国在前沿科学领域
的发展成果之后，告诫道：如果认为靠咄咄
逼人的防御措施就能确保美国自己的技术成
功，那就错了；美国的做法“不过是把我们
所有的大门加上双重大锁，这样只会把我们
禁锢在平庸之中”。

三、“中国经济显现出极佳适
应能力”

美国到底如何看待这场贸易战？美国发
动这场贸易战的目的是使中美贸易更加公
平，还是只为遏制中国？外交学者网站 2018
年 6 月 16 日刊登题为 《不是战争而是贸易
战》 文章指出，美国政府很可能已经认定，
自己更希望搞垮中国经济而非确保贸易公
平。“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将伤害到美国，但
他似乎希望中国受损更大”。但是，美国发动
贸易战真能搞垮中国经济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7 月 26 日发表年度

“第四条款”磋商报告，认为美国对中国进口
商品加征的关税很可能仅对中国经济产生

“有限的直接影响”。报告对中国经济表现给
出了总体积极的看法，并对中国经济持续发
展做出了乐观预测。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经济向内
需和创新驱动转型，外贸结构加速多元化，
美国对华贸易战已无法扭转中国经济发展势
头。意大利时政评论员达尼洛·塔伊诺在《晚
邮报》 刊文称，美国正在以关税为手段向世
界各国炫耀自身“经济肌肉”，认为中国传统
上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无法承受美国
的关税冲击。事实上，在现阶段中美贸易摩
擦中，“中国经济已经显现出极佳的适应能
力”。中国正在不断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和提质
增效进程，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经济发展的

“含金量”越来越高，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高质
量发展的新阶段。

面对美国贸易战的威胁，加快转型步伐
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法国安盛投资经理公
司新兴亚洲高级经济师姚远认为，针对美国
加征关税，北京一定会借机推进经济改革，
并将市场进一步向境外投资者开放。中国正
在与外部世界进行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互动，
这与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全然不同。他
说，如果说在中美贸易争端的黑暗中存在一
线光明的话，那必定是：这会成为中国加快
结构性改革的动力。玛丽·洛夫利注意到了中
国近来扩大开放的一系列举措。她在文章中
说，随着贸易战的升级，中国加深了对国际
供应链的承诺。这向投资者发出了一个强有
力的信号，那就是：即使在贸易战中，中国
也仍将坚持与国际伙伴的合作。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
招，更是未来中国继续前行的力量源泉。正
如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所说的，
在过去 40 年里，中国在改革道路上不断前
行，这足以创造一定程度的信誉和信心来证
明当下的乐观前景。英国著名资深中国问题
观察家休·佩曼对中国 40 年的巨变，用“地
球上最伟大的演出”来赞誉。他在最近出版
的 《中国的变革：地球上最伟大的演出》 一
书中指出，那些质疑中国模式的人经常误判
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面临的复杂现
实，并忽视了其调适能力和进行“持续变
革”的能力。他认为，面对挑战，“只要中国
保持变革，那么中国就会找到自己的路”。德
国 《时代》 周报更是发文盛赞中国改革开
放，“40 年后的今天，数亿中国农民摆脱了
贫困，村庄变成现代化的城市，配备高科技
的火车在大都市之间穿行，中国的经济繁荣
有很多方面令人难以置信”。文章指出，未来

的中国将“更高、更远、更快”。

四、“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中国
人民手中”

有国际舆论指出，中美贸易战关系到未
来的世界秩序。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专家维亚
切斯拉夫·霍洛德科夫认为，“这是争夺世界
经济主导权的斗争。主导权立足于在现代化
技术上取得优势”。西班牙《起义报》评论员
佩佩·埃斯科瓦尔指出，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
税“开启一场50年的贸易战”。

国际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挑起贸易战的战
略考量是全面遏制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然
而，多数专家表示，“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征
收关税就能够阻断中国的进程”。正如哈佛大
学经济与公共政策教授肯尼思·罗戈夫所说
的，“中国的命运——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现在掌握在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手
中”，“全球化列车已经离开站台很久了，认为
某个人能够将其逆转的想法是极其天真的”。

美国发动贸易战给中国带来了压力，但
同时也是动力与机遇。美国 《福布斯》 杂志
近日刊发题为 《美中贸易战将如何改变全球
经济》 的文章，指出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正在
为欧盟和亚洲加速开放市场、加强经济联系
提供新的动力。文章说，除美国之外，几乎
所有地方现在都产生了一种急迫感，政策制
定者都力争加快推进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
夫也建议，作为一个不断崛起的世界强国，
中国可以在贸易自由化中发挥核心作用，从
而加强这一体系，让中国经济的健康与全球
更加利益攸关。

与此同时，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其
在世界舞台信誉扫地，而中国高举全球化旗
帜，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朋友。英国 《金融
时报》副主编、首席政治评论员菲利普·斯蒂
芬斯则表示，在中美竞争中，美国“已经把
优势拱手让给对手”。斯蒂芬斯说，与特朗普
的世界观带给中国的巨大战略利益相比，任
何短痛都不算什么，他正在逐步拆除由美国
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的支柱；中国的长远战
略目标足够明确，而特朗普正在兴致勃勃地
帮助中国实现抱负。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副总
裁詹姆斯·安德鲁·刘易斯撰文说，贸易战超越
了贸易赤字和技术领先地位的问题，而是关乎
中国将如何融入世界和发挥什么作用。对此，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鲁克·拉尔默指
出，美国不要低估中国的决心，中国要努力实
现伟大复兴，退让对它不是一个选项。

贸易战阻挡不了中国前进步伐
——国际人士看好中国

钟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