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 责编/筱碧 美编/孙春艳 国际新闻15新闻热线

近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

森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春季会议期间再次发表言论抹黑中国

经济，诬称中国现行经济模式“建立

在出口之上”，是为了“摆脱经济困

境”，这种模式“损害了世界”，需要

“再平衡”云云。

事实表明，这些荒谬言论歪曲中

国经济发展逻辑，违背基本经济学常

识。美方此时抛出所谓“中国出口威

胁论”，是企图借此再次制造话语陷

阱，以掩盖美国自身问题、转移矛盾

焦点，为美国推行保护主义寻找幌子。

中国和世界贸易往来的真相是啥

当前中国和世界的贸易格局，是

以供需为基础、按照比较优势规律由

市场自主选择形成的。

经济界人士认为，过去数十年，随

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中国制造业取

得长足发展，在动态比较优势方面形成

竞争力。这些优势受益于超大规模国

内市场的带动、产业链的不断完备、具

有相当竞争力和品质的供应链生态体

系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邓

子梁指出，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一直努力在公平开放贸易框架下，制定

产业和对外经济政策并与世界各国开

展互惠贸易。中国制造了物美价廉的

产品，提高了进口国的购买能力并帮助

其遏制通货膨胀。中国是制造业大国，

全球买，全球卖，有力推动其他国家经

济发展。

世贸组织数据显示，中国货物进口

额2000年接近2251亿美元，到2023年

已跃升至近2.59万亿美元，增长10余

倍。在此期间，中国贸易结构发生了质

变，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工业化所

需的技术与设备。中国海关总署数据

显示，2024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8.7%，占出口总值比重提升至59.4%，其

中高端装备出口增长超过四成。

“世界需要中国，全球经济增长离

不开中国的持续发展。”在世贸组织总

干事奥孔乔-伊维拉看来，“中国已成

为教科书般的案例”，证明全球市场一

体化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世贸组织

统计数据显示，加入世贸组织20多年

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

率为30%左右。

“中国经济不平衡论”错在哪里

贝森特指责中国经济体系不平

衡，然而这种对中国经济发展逻辑的

偏见明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实践

进程相悖。近年来，中国经济从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

增长动能与结构持续优化。

衡量一国经济平衡度的重要指标

之一是外贸依存度，即外贸总额占国

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例。数据显

示，中国本世纪初外贸依存度一度超

过60%，随后呈逐年下降态势。2019

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维持在刚刚

超过30%的水平。2024年，中国外贸

依存度为32.5%。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外贸在中

国经济构成中很重要，但是2008年国

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就开始调整经济

发展模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在下降，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贡

献率在提升，外贸依存度呈现整体下

降趋势。

如今，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

的最重要引擎。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2024年中国消费支出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为44.5%，拉动GDP增长

2.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为25.2%，拉动GDP增长1.3

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

增长贡献率为30.3%，拉动GDP增长

1.5个百分点。

当下，中国经济正在加速向创新

驱动转型，注重加快培育新质生产

力，科技创新日益成为经济增长重要

动力。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规模以

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7%，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6.5%，其中，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

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

制造业、专业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

长34.4%、30.3%、28.5%、26.1%。

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博乐

仁近日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

年会时说，面对增长从何而来的难

题，中国已经给出了答案：以高技

术、高效能，追求高质量的增长。

“让别人吃药治不好自己的病”

捏造中国经济“破坏全球贸易”

“损害世界经济”的论调是精心策划的

“叙事陷阱”。美国将自身经济结构性

问题转嫁中国，以掩饰其国内政策失

败，无法解决其产业空心化、财政赤

字高企、社会矛盾加剧等深层顽疾。

美国长期以来的发展战略和产业

政策导致经济过度依赖服务业和金融

业，制造业不断向外转移。数据显

示，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

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从1960年的

27%降至目前的10%左右，制造业就

业人数从1979年的接近2000万峰值降

至目前的1200多万。美国曾引以为傲

的钢铁、汽车制造、家电、通信设

备、化工等行业逐渐失色，昔日“汽

车之城”底特律等传统制造业重镇随

着制造业外迁，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甚至一度破产。

美国长期过度依赖债务驱动经济

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多

次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资产负债

表规模急剧扩张，从 2008 年初的约

9000亿美元膨胀到2023年底的约8.6

万亿美元。此外，2020年至2021年，美

国为应对疫情大量印发美元，货币供应

量大幅增长，引发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

胀，也使得美国贸易逆差扩大。

伴随着美国财政赤字不断攀升，美

国无力通过调整国内政策解决其结构

性矛盾，却试图将危机转嫁给贸易伙

伴，通过一系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政

策，搅动现有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格

局，扰乱全球供应链，拖累世界经济复

苏和增长，加剧全球经济碎片化风险。

美方官员把美国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政策造成的全球经济创伤，扭曲

投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原罪”，试图

通过捏造“中国威胁”的谎言，将中

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对立。这

种“甩锅”手段，既无法解决美国自

己的问题，更难以阻挡中国经济发展

的步伐，也再次暴露出美国企图转嫁

矛盾、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的险恶用

心。（据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记者欧
阳为）

“自己生病却让别人吃药”
——抹黑中国经济解决不了美国自身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8 日电 自

2022年底起，美国暴发禽流感疫情并

迅速蔓延，超过 1.66 亿只家禽被扑

杀。由于供应链陷入危机，鸡蛋一下

成了“奢侈品”。在纽约，一打鸡蛋均

价涨到8.47美元，在一些超市甚至超

过15美元。

美国政府启动10亿美元补贴以应

对禽流感疫情，并计划通过进口鸡蛋

缓解“蛋荒”。然而，对于美国“鸡蛋

征集令”，欧洲国家普遍反应冷淡，或

称产量不足，或言运输不便，总之就

是不帮忙。

为应对“蛋荒”，特朗普政府上台

后不久便提出将解决蛋价高企问题作

为本届政府优先事项，并提出计划投

入10亿美元以遏制禽流感蔓延、促进

蛋价回落。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还

向美国盟友发出“鸡蛋征集令”。

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

波兰、瑞典、土耳其、韩国等都收到

了美方请求。然而，除土耳其和韩国

表示支持，欧洲国家并未予以积极回

应。法国媒体分析认为，欧洲国家态

度消极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欧洲各国鸡蛋生产能力本

就有限，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

需依靠进口鸡蛋满足本国市场需求。

法国下莱茵省农业工人联合会秘书长

劳伦特·菲舍尔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

访时说：“法国不可能向美国出口鸡

蛋，即便仅出口2%的鸡蛋产量，也会

扰乱法国市场稳定性。”

其次，法规标准不同妨碍了欧洲

对美出口鸡蛋。美国与欧盟在执行卫

生标准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美国要求

鸡蛋上市前必须清洗并冷藏，欧盟则

禁止清洗或长期冷藏A级鸡蛋，认为

天然的蛋壳能起到抑菌和保护作用。

这使得欧洲国家即使愿意对美出口鸡

蛋，在实际操作层面也面临障碍。

最后，关税成本。从欧洲向美国

运输鸡蛋的物流成本以及美国对欧洲

征收的高额关税，严重削弱了欧洲国

家对美出口鸡蛋的积极性。说来的确

讽刺，特朗普政府发出“鸡蛋征集

令”之际，还不忘对包括欧盟在内贸

易伙伴加征重税。难怪有网友嘲讽：

“打着关税战，却还想要鸡蛋。”

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

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欧盟已经出

台反制措施。法国媒体报道指出，美

国的关税政策显然不利于获得鸡蛋。

《快报》等媒体则为欧盟“支招”：“能

否借助鸡蛋向特朗普施压，迫使他改

变关税立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7日电（记
者颜亮）美国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

主任加里·科恩27日表示，美国消费者

将在几周后开始感受到关税政策带来

的痛苦效应，预计小企业和收入水平较

低的群体受关税冲击尤其严重。

科恩现任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副董事长。在美国总统特朗普

上一任期，科恩2016年12月出任白

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后因对政府

关税政策不满，2018年3月辞职。此

前，科恩曾任美国高盛集团总裁兼首

席运营官。

科恩当天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面向全国》电视节目中说，进口商品

的分销周期约为8周，这意味着美国政

府4月2日宣布的所谓“对等关税”的

实际影响将在5月底开始显现。

美前白宫官员称关税痛苦效应几周后显现

低收入美国人受冲击尤甚

美国急发“征蛋令”，欧洲为何不接招

这些都是关税惹的？

美国媒体27日发布的一项联合民调结果显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将满
百天之际，其执政支持率创下过去80年来美国历任总统同期最低纪录。多数民众
反对他推出的多项重要政策，对美国经济现状不满，对衰退前景担忧。图为4月27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走下直升机。 新华社记者胡友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