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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美國方面近期表
示，在與中國的經貿談判中一度已
達成協議，中方反悔是導致談判破
裂的直接原因。對此，中國商務部
新 聞 發 言 人 高 峰 13 日 表 示 ，
「Nothing is agreed until every-
thing is agreed（只有所有事都達
成一致才能通過）」 。他表示，在
談判中，就所有問題達成協議之
前，談判桌上的一切都只是討論，
不存在什麼協議。是美方在磋商中
出爾反爾、不講誠信，單方面升級
貿易摩擦，導致談判嚴重受挫。
國家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13日

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重申，如果美
方一意孤行，繼續升級貿易摩擦，
中方將奉陪到底；合作有原則，談
判有底線，中方在重大原則問題上
決不會讓步。

美國白宮管理及預算局致函國
會，表示將遵照原定2年期限，對華
為產品展開限制措施。白宮預算局
（OMB）代理局長伏特先前曾以減

輕採用華為技術的美國企業負擔為由，要求延後
實施。

白宮預算局上周指出，需要更多時間實施禁
令。這項禁令限制第三方供應商和承包商購買或
使用華為設備。然而，伏特在日期顯示為今天的
信件寫道，白宮和 「國會近來進行談話之後」，
改變說法。伏特說： 「當我們朝着法定期限邁
進、不再延遲之際，也會和國會攜手處理任何無
法預料的問題。」

這項禁令是去年總統特朗普所簽署年度國防授
權法（NDAA）的一環。路透社報道稱，伏特寫給
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殷荷菲的信說： 「近日，
國會已清楚表示於2年內施行這項法律的重要性，
我們也將照做。」

華為向威瑞森追討10億美元
近日，《華爾街日報》報道稱，華為公司受美

國禁令影響，已經 「暫停其個人電腦（PC）業
務」。不過，《環球時報》從華為內部人士處得
知，此事純屬無稽之談。華為內部人士稱，下個
月發布的筆記本新品將依舊搭載 Windows 系統。
這一說法也直接打破了微軟終止和華為合作的傳
聞。

另據知情人士透露，華為已告知美商威瑞森通
訊公司，威瑞森應就230多項專利支付華為共計逾
10億美元授權費。

這名知情人士指出，這些網絡設備專利用於
威瑞森 20 多家供應商，包括主要美國科技公司
在內。這名人士說，華為已經和其中部分供應
商直接接觸。 「華爾街日報」報道指，這些專
利包括核心網絡設備、固網基礎設施和物聯網
等科技。

【香港商報訊】
國家商務部新聞發
言人高峰昨日在京
出 席 發 布 會 時 表
示，今年前5個月中

國實際使用外資持續保持平穩增長，且高技術製造業
和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均呈較大增幅。

高峰指出，1至5月中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6460
家，實際使用外資 3690.6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6.8%，折合美元546.1億元，同比增長3.7%。5月當月
實際使用外資638.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5%，折
合美元94.7億元，同比增長4.6%。

值得注意的是，高技術製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投
資均呈較大增幅。高峰表示，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
1128.9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2.4%；服務業實際使
用外資 2501.1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4.2%。高技術
產 業 實 際 使 用 外 資 同 比 增 長 47.2% ， 佔 比 達 到
28.5%。

前5個月，主要投資來源地投資增長態勢良好。高
峰稱，韓國、日本、美國、英國、德國對華投資分別
增長88.1%、18.9%、7.5%、9.2%和100.8%；歐盟實際
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增長29.5%。

中國為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貿發會議）12日發布的年

度報告顯示，2018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連續
第三年下滑，但中國吸引外資總量逆勢上漲，繼續成
為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

當天發布的《2019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8年
中國FDI流入量增長近4%，達約1390億美元，繼續
成為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貿發會議投資和企業司
司長詹曉寧表示，中國投資環境的進一步開放和便利
化，是中國保持對外資吸引力的主要原因。

而受美國稅改政策以及部分經濟體加強外資項目審
查的影響，去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為1.3萬億美
元，較2017年減少13%，連續第三年出現下滑。

貿發會議秘書長穆希薩‧基圖伊表示： 「外國直接
投資繼續困在危機後的低點。這對國際社會應對貧困

和氣候危機等迫在眉睫的全球挑戰來說，不
是個好兆頭。」

中方不會向霸凌低頭
「中方堅決反對美方的單邊主義、霸凌主義做

法，」高峰強調， 「對於貿易戰的立場，中方是一貫
的、明確的。我們不想打，但也不怕打。」高峰稱，
如果美方想通過搞單邊主義、極限施壓、迫使中方屈
服，這是絕不會成功的。

對於中美經貿磋商問題，高峰指出，在談判中，就
所有問題達成協議之前，談判桌上的一切都只是討
論，不存在什麼協議；是美方在磋商中出爾反爾、不
講誠信，單方面升級貿易摩擦，導致談判嚴重受挫。
「如果美方想通過搞單邊主義、極限施壓、迫使中方

屈服，這是絕不會成功的。」高峰說。
在談到今年前5個月中國自美國的進口數據時，高

峰介紹，今年前 5 個月，中國自美國進口 495.7 億美
元，同比下降了29.6%，今年以來已經連續5 個月下
降；受美國單方面升級貿易摩擦的影響，美國的產品
競爭優勢下降，企業預期不穩，正常的經營活動受到
了干擾。高峰指出，這種情況再次說明，貿易戰沒有
贏家，對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都可能帶來衰退性影
響。

談及未來中美經貿談判，高峰表示，目前沒有新的

信息可以提供。 「我想強調的是，合作是有原則的，
談判是有底線的，中方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決不會讓
步。」

各類企業合法權益受保障
針對外媒 「一些企業因為不願意支付關稅正在離開

中國」的報道，高峰表示，中國依然是全球最具吸引
力的投資目的地。

高峰表示，中國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基礎設施配
套產業體系，營商環境正在不斷優化，消費市場也在
不斷升級，且前景十分廣闊。另外，2018年中國製造
業的實際利用外資達到了 412 億元，比上年增長了
22%。而且今年前 5 個月中國製造業吸引外資的情
況，也充分顯示了外國投資者對中國經濟和中國市場
的堅定信心。

高峰指出， 「我們也注意到，近日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和摩根大通、高盛等一些機構研究結果都表明，美
方加徵關稅的成本幾乎都落在了美國的進口商、零售
商和消費者的身上。」

另外，高峰稱， 「不可靠實體清單」的相關規定正

在履行必要程序，將於近期公布，而外國企業做到三
「遵守」就完全不必對此心。高峰指出，任何外國

企業，只要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遵守市場規則，遵
守契約精神，完全不必擔心 「不可靠實體清單」。中
國會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保障各類企業的合法權
益，維護以契約精神為基礎的市場秩序。」

高峰還強調，美方動用國家力量打壓中國企業，泛
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出口管制等措施，是典型的扭
曲市場行為，我們對此堅決反對。 「我們再次敦促美
方立即停止錯誤做法，取消對中國公司的單邊制裁措
施。同時，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
企業的合法權益。」高峰說。

市場變化影響稀土出口波動
談到稀土出口，高峰表示，目前稀土出口出現的波

動，是市場變化的結果。
中國海關總署最新數據顯示，5月，中國稀土出口

3640噸，環比下降16%。同時，近期有專家和企業建
議對稀土出口進行管制。對此，高峰直言： 「對於稀
土貿易，目前中方沒有採取新的管理措施。」

美若升級貿易戰 華準備奉陪到底

商務部：談判破裂是美出爾反爾

前5月中國使用外資增6.8%

地方政府不得為國企發債擔保
近日，發改委發布《關於對地方國有企業發行外

債申請備案登記有關要求的通知》（下稱《通
知》）。《通知》指出，地方國有企業發行外債申
請備案登記需持續經營不少於三年。

通知還提到，地方國有企業作為獨立法人承擔外
債償還責任，地方政府及其部門不得直接或者承諾
以財政資金償還地方國有企業外債，不得為地方國
有企業發行外債提供擔保。通知指出，承擔地方政
府融資職能的地方國有企業發行外債僅限用於償還
未來一年內到期的中長期外債。

通知強調，地方國有企業發行外債應加強信息披
露。在債券募集說明書等文件中，嚴禁摻雜可能與
政府信用掛鉤的誤導性宣傳信息。

50城「賣地」收入同比漲13.2%
一掃年初的低迷態勢，4月份以來，中國多地土

地市場交易持續活躍。
上周，南京、天津等二線城市土地供應放量。據

諸葛找房數據研究中心統計，南京上周（6 月 3
日-9日）土地出讓收入高達118億元（人民幣，下
同），在中國各地級城市中居於首位。鄭州、昆
明、天津等城市單周土地出讓收入均超過30億元，
排名居前。

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以來，中
國50個主要城市合計 「賣地」收入達1.67萬億元，
同比上漲13.2%。從漲幅來看，已從年初的同比下
降，重回兩位數增長。

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土地出讓收入最高的為杭
州市，交易金額達到 1139 億元，天津、武漢、蘇
州、北京緊隨其後， 「賣地」收入均超過 700 億
元。上海、重慶、鄭州、溫州、福州今年以來土地
出讓收入也超過500億元。

【又訊】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表示，感覺中美可
以達成貿易協議，但再度威脅一旦無法達成協議，
美國將向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特朗普又說，期
望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但未有披露下一步詳
情 。

特朗普不願就再對價值約3250億美元中國商品
加徵25%關稅一事訂下期限。 「我沒有期限，我

的期限在這裏，我們將會想出期限。」特朗普指
着自己的頭說。他又說：「我想我們最後會和中國達
成協議。我們的關係非常好，只是可以預期得到，如
今有點緊繃。我想他們真的要達成協議。」

特朗普先前曾表示，他將在6月底赴日本參加
20國集團（G20）高峰會後，再決定是否要對中
國加徵關稅。

特朗普預期中美可達成貿易協議

白宮改口如期頒
華為採購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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