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方立場
●面對中美經貿摩擦，中國政府始終認為，

以貿易戰相威脅，不斷加徵關稅的做法無益於
經貿問題的解決，中國始終堅持平等、互利、
誠信的磋商立場。

●面對美國一些人挑起並升級經貿摩擦，中
國不願打，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

●面對美國政府推行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
中國堅持互利共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

●面對美國一些人不斷挑戰並破壞現行國際
秩序，中國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積極參與
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建設。

●面對中美經貿摩擦的不利影響，中國將堅
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深化改革、擴大開
放，堅定不移走高質量發展的道路，切實辦好
自己的事情。

九個反問
●中美經貿關係是「零和博弈」嗎？

●美方所強調的「公平貿易」真的公平嗎？

●奉行單邊主義走得通嗎？

●搞科技霸權主義能得逞嗎？

●極限施壓對中國管用嗎？

●貿易保護能實現美國「製造業回流」嗎？

●經貿摩擦能促進美國經濟繁榮嗎？

●加征關稅符合美國民眾利益嗎？

●中美經貿摩擦會壓垮中國經濟嗎？

責任編輯 禹光 田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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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最新一期《求
是》雜誌（2019年第 12期）刊
登題為《認清本質 洞明大勢 鬥
爭到底——中美經貿摩擦需要澄
清的若干問題》的文章指出，中
美經貿摩擦涉及的問題很多，需
要進一步澄清的問題還有不少，
中國人是信服道理的，中國人不
怕講道理，真理愈辯愈明。

負責家中買餸的王大
媽最近發現花同樣多的
錢，買到的蔬果肉蛋等
食 材 的 數 量 卻 少 了 許

多。王大媽的感覺沒有錯，上周五公布的5月CPI持
續上揚，同比增長2.7%，為過去6年同期所罕見，也
進一步逼近3%的官方警戒位。其中，蔬菜、水果、豬
肉的漲幅可觀，5 月同比分別上漲 26.7%、13.3%和
18.2%，這些數字基本上與消費者日常直觀的感受相
一致。

CPI逼近通脹警戒線
作為重要的民生需求，蔬果肉蛋的價格牽動人心。

按照市場供求規律，從供給端發力，穩定供給為應有
之義。然而，不可控的天氣、生產、運輸與銷售環
節，都會對供給產生衝擊。如果說水果的價格有望隨
着夏季的到來而得到平抑，那麼豬肉價格短期內下降
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畢竟，豬肉的生產涉及到
豬的生長周期，養豬戶的積極性、非洲豬瘟等多重因
素影響。

外資投行也來蹭豬肉這個熱點，瑞銀卻因此惹火燒
身。蓋因瑞銀全球財富管理首席經濟學家保羅‧唐納
文在上周四一份報告中使用 「Chinese pig」 這一侮辱
性詞彙引發軒然大波。他在報告中寫道： 「中國物價
上漲，這主要是由於病豬。這有關係嗎？如果你是頭
中國豬的話，就有關係。」 （原文為：It matters if
you are a Chinese pig）。

令人難以相信的是，唐納文這樣一位畢業於牛津大
學PPE專業和倫敦大學金融經濟學專業的雙料碩士，
會不明白 「Chinese pig」 這個詞的歷史淵源，以及其
隱含的種族歧視內涵。要知道，PPE（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於 100 多年前發韌於牛津大
學，意在培養將哲學、政治和經濟三個專業一網打盡
的通才，被譽為人文社科類最頂尖的專業之一。唐納
文在嚴肅研究報告中如此用詞不當，不僅相當無禮，
也實在有辱PPE專業的名聲。

儘管事後瑞銀和唐納文本人發表了輕描淡寫的道
歉，但被視作缺乏誠意而不被中國金融圈接受。香港
中資證券業協會更發布對瑞銀集團的公開信，要求瑞
銀開除該首席，敦促瑞銀管理層公開道歉，並呼籲中
國企業與個人審慎考量與瑞銀集團的業務往來。

超級豬周期或將到來
豬肉風波不斷，有人驚呼，超級豬周期或將駕到！

而這一次豬周期，罪魁禍首或在非洲豬瘟。自去年8
月非洲豬瘟疫情首次傳入中國以來，迄今內地和本港
累計發生137起疫情，撲殺生豬超過100萬頭，給內地
養豬業造成了嚴重損失。與此同時，疫情也促使生豬
產能加速去化，豬價持續上漲。

有分析認為，和前一輪豬周期主要受環保壓力不
同，這一輪豬周期是受環保壓力加上非洲豬瘟疫情影
響，預計會成為超級豬周期，豬價很可能會突破歷史
高點，而生豬養殖的收益也會很可觀。目前，豬肉價
格已至15元/公斤，較今年3月中上漲25%。業內預計

到年底，豬價極有可能達到22元/公斤的歷史高點。

實體經濟仍顯疲弱
此外，多個重要的5月中國經濟數據於上周出爐，

經濟表現有喜有憂。5月新增社融1.4萬億元，同比多
增4466億元；M1回升至3.4%、M2增速持平在8.5%。
5月信貸及社融仍然延續了4月的疲軟態勢，顯示實體
經濟融資需求不振。

PPI同比上漲0.6%，漲幅比上月回落了0.3%，表明
工業需求不足。尤其是5月工業產出增長率錄得17年
來最低點，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為2002
年以來最低，顯示實體經濟增長疲弱。

5 月數據的亮點是零售銷售總額的增速超預期反
彈，從4月份的7.2%增至8.6%，顯示中國經濟的活力
仍在，減少了對貿易摩擦引發中國經濟下行的擔憂。

經濟復蘇遭遇反覆，市場期待人行後續或出台更多
貨幣政策措施，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以應對外部貿
易戰和內部經濟增長乏力的不利局面。

作為人行來說，維持物價的穩定和保持市場充足的
流動性是兩大主要任務。CPI接近3%通脹警戒線，提
示人行要收縮貨幣，控制流動性；而按照信貸、社融
和工業增長等數據增長乏力，又提醒人行應該降息，
增加市場流動性。如今這兩種情形同時存在，令到人
行投鼠忌器，在貨幣政策上進退兩難。

有分析指出，推動 5 月 CPI 上行的主導因素仍是
蔬菜、水果和豬肉。如果扣除這三大因素，CPI同比
增速僅為 1.53%。顯示此輪 CPI 上漲並非由貨幣超發

而引起的通貨膨脹，而更多是由供給端產生的問題。
因此宜從供給層面着手，用結構性的辦法應對。

從供給層面看，預計入夏之後時令水果批量上市，
水果價格會得到平抑。惟豬周期還遠未結束，受非洲
豬瘟和豬肉養殖周期因素影響，接下來豬肉價格料持
續走高，直至2020年穩定回落，因此短期內CPI料難
降低。

事實上，內地銀行體系不缺乏流動性，面臨的是如
何將流動性流入實體經濟的問題。這就決定了人行無
需採用寬貨幣，而是用寬信用給企業加槓桿，回到擴
大債務的方式來提振經濟。

近來中央在此方面有連番動作。6月10日，人行對
錦州銀行等風險較高的中小銀行發行同業存單提供信
用增進，這是人行首次以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
支持銀行發行同業存單。6月11日，中辦、國辦印發
《關於做好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及項目配套融資工
作的通知》，鼓勵地方政府在重大項目中使用專項債
券。

此舉目的，在於以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為引領，強化
財政金融在項目配套融資方面的協調，在防風險的基
礎上，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增加有效投資，促進經
濟良性循環。業界預期未來對於民營企業及基建融資
的支持將會進一步加大，信貸和社融數據有望回升。

豬肉的上漲令到預算入不敷出，王大媽自有化解之
道。她一邊要求在家搭伙的後生仔每月多交伙食費，
一邊心中祈禱肉價勿漲太快。

香港商報記者 李穎

【香港商報訊】繼宣布在廣州南沙投資1600億元建
新能源汽車三大基地之後，恆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
印又要在遼寧省瀋陽市投資1200億元再建新能源汽車
三大基地等項目。

瀋陽市人民政府與恆大集團昨日簽署戰略合作協
議，雙方將在多個領域開展合作。恆大集團要投資
1200億元在瀋陽建設新能源汽車三大基地等項目。其

中，恆大新能源汽車的整車研發生產基地將落戶渾南
區，輪轂電機研發生產基地及動力電池超級工廠將落
戶鐵西區。

而就在6月11日，恆大集團剛和廣州市人民政府簽
署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恆大將在廣州市大力布局新
能源汽車產業。

在中國恆大（03333.HK）2018年的業績會上，許家

印此前在談及新能源汽車時堅定的認為，汽車產業未
來5年10年20年，也是幾萬億，全世界幾十萬億的大
產業。 「3-5年成為世界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新能
源汽車集團」，這是他在造車規劃上的野心。

截至目前，許家印對汽車行業的投入已經涉及從整
車生產，到電池提供，再到經銷商，幾乎覆蓋了汽車
整個產業鏈，總投入已達到約283.53億元。

「絕對對等」實際是極不公平
文章稱，美國一些人挑起對華經貿摩擦，最直接的

一條理由，就是認為美國在中美經貿關係中 「吃了
虧」，中國從中美經貿關係中獲得了巨大利益，中國
的發展威脅了美國的經濟安全甚至整個國家安全。這
種充滿冷戰偏見的觀點，反映了霸權主義的 「零和博
弈」思維。

文章指出，中美建交以來，在雙邊貿易方面，1979
年至2018年，雙邊貨物貿易額從不足25億美元增長到
6335億美元，增長了252倍；在雙向投資領域，過去
40 年，中美雙向投資由幾乎為零到累計近 1600 億美
元，中美互為對方重要投資夥伴，投資的雙向性和互
惠性進一步顯現。

中美經貿關係發展的歷程證明，中美通過優勢互
補、互通有無，有力促進了各自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
優化升級，雙方經貿往來是惠澤彼此的關係，而非中
國讓美國 「吃虧」的過程。

文章表示，美國一些人強調的 「公平貿易」不是基
於國際規則，而是以 「美國優先」為前提，以維護美
國自身利益為目標，其核心是所謂 「對等」開放，即
各國在每個具體產品的關稅水平和每個具體行業的市
場准入上都與美國完全一致，尋求絕對對等。這種絕
對對等表面上似乎公平，但由於它無視發展中國家的
發展權，事實上是極不公平的。

美國為達目的進行極限施壓
美國一些人在 「美國優先」旗號下，奉行單邊主義

政策，一方面將國內法 駕於國際法之上，野蠻地運用
單邊手段打壓他國，四面出擊製造經貿摩擦；另一方
面，藐視多邊規則和多邊貿易體制，退出伊朗核協
議、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人權理事會
等，公開反對全球主義理念。

對此文章指出，隨着各國之間相互依賴的加深，新
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國際力量對比

發生了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成為
不可逆轉的時代大潮流。壟斷國際事務的想法已落後
於時代，壟斷國際事務的行動也注定不能成功。世界
上的事情祗能由各國商量着辦。任何國家打着 「優
先」的旗號，堂而皇之地破壞國際規則，明火執仗地
打壓他國，注定要身敗名裂。

用極限施壓的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是美國一些人
在國際談判中的伎倆，美其名曰 「交易的藝術」。

文章表示，極限施壓看似咄咄逼人，實則色厲內
荏。美國所奉行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貿易霸凌主
義，對其在國際和國內形成的不利影響越來越大，逐
漸成為分化美國政治勢力的重要力量。極限施壓只會
讓世界各國更加看清美國霸權主義的本質，使美國在
國際社會中愈加孤立。

經貿摩擦是挑戰更是機遇
中美經貿摩擦會壓垮中國經濟嗎？文章指出，美方

不斷升級中美經貿摩擦，美國對中國實行貿易霸凌主
義和各種封鎖打壓，無疑會對中國企業的生產經營以
及人們的消費和預期產生不利影響，增加經濟下行的
壓力。

但是，如果我們不囿於短期經濟波動，不困於一時
一地的得失，而是用全局、長遠和根本的眼光來冷靜
客觀審視，就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影響總體可控，向
好趨勢不變，綜合優勢明顯，調控手段充足，是挑戰
更是機遇。

文章稱，面對中美經貿摩擦的不利影響，中國將堅
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堅定
不移走高質量發展的道路，切實辦好自己的事情。不
論過去、現在和將來，中國都將把國家和民族的發展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加快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實
力，努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把創新發展主
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香港商報訊】面對美國在中美經貿方面採取
的極限施壓措施，中國官方雖然沒有表示產生任
何影響，且官方背景的中央電視台更底氣十足地
宣布，中國為應對貿易戰作好了充分準備，然
而，中國民間對來勢洶洶的貿易戰判斷不一，甚
至有人形容，美國升級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猶如烏
雲壓頂、凶多吉少。

對此，於今日出版的香港《經濟導報》卷首語
觀點指出，美國升級貿易戰的做法對中國的影響
是有限的，哪怕是特朗普宣布對剩餘的3000億中
國進口商品全部採取加徵關稅措施，也不會對中
國經濟構成實質性傷害，這是一個基本判斷。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統計數據，2018年，中國外
貿進出口總值4.62 萬億美元，其中，出口 2.48 萬億
美元；進口2.14萬億美元；貿易順差3517.6億美元。
從以上數據可見，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商品額只佔中
國對外出口總額的約25%，即便美國對全部的中國
進口商品加徵關稅，最壞的打算是，因特朗普升高
關稅壁壘使得中國商品出口美國完全受阻，那麼，
充其量也只能對25%的中國出口商品產生影響。

應該看到，隨着 「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
進，中國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出口穩步增
長，2018年中國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增
長了約8%，加上中國與歐洲、非洲、南美等地區
貿易往來的不斷加強，出口量正在穩步增加，這
些有利因素將會大大抵消因美國升級貿易戰而對
中國帶來的負面影響。

美國自身所受損害將更大
上述文章指出，貿易戰雖然也會對中國經濟產

生有限影響，但美國自身所受的損害可能更大。
在今天世界經濟特別是中美經濟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背景下，美國採取的任何貿易制裁措施在
攻擊別人的同時，其實也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
腳，所以，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輿論普遍認為，
特朗普對中國升級貿易戰的做法是 「自殘」，既
損害了中國和世界經濟，也對美國自身經濟帶來
損失。

首先，特朗普的加徵關稅措施必然遭受中國的
反制，美國的有關行業正遭受寒冬。據悉，由於
中國實施反制對進口的美國農產品加徵關稅，致
使美國大豆等農產品無法出口到中國，美國農場
主損失慘重；其次，由於美國國內的大量企業和
消費者對中國產品的依賴性很強，暫時甚至永久
都無法尋找到替代產品，因此，特朗普向中國進
口商品加徵的關稅相當部分都要由美國企業和消
費者自己承擔，特朗普實際上制裁的是美國自己
的企業和美國的消費者；第三，特朗普一定忽視
了，今天美國企業在中國擁有大量投資，許多從
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相當一部分都是美國企業
在中國生產的，特朗普對來自中國的產品加稅其
實也在制裁投資中國的這些美國企業。

最重要的是，無論美國如何胡作非為，中國已
經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重大飛
躍，沒有什麼外部力量可以撼動中國的發展。從
國際貿易角度來看，如今的中國不僅穩坐世界第
一貨物貿易大國的寶座，而且中國已經走上了貿
易強國的嶄新道路。今天，中國全面高質量發展
的轉型昭示了中國經濟發展和中國國際貿易正在
由經濟大國、貿易大國向經濟強國和貿易強國轉
變。可以預期，不需要多久，中國還將在大型飛
機製造、醫療醫藥、生物技術、高端機床、神經
芯片、人工智能、再生能源、環境保護等領域產
生重大技術和生產突破，屆時中國貿易強國的地
位將水到渠成，中國的貿易強國之路猶如滾滾洪
流，勢不可擋。

防通脹與托經濟 人行兩難何解？

認清本質 鬥爭到底

《求是》刊文澄清中美經貿摩擦問題
中國邁上

貿易強國之路

許家印2800億投資兩大造車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