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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9 日电 （记者

于佳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9 日

表示，中方一直抱着极大诚意推动谈

判，希望美方能相向而行，照顾彼此

核心关切，抱着理性、务实的态度解

决存在的问题。

高峰是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

行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作 出 上 述 表 示 的 。

其间正值中方团队赴华盛顿与美方

进 行 第 十 一 轮 中 美 经 贸 高 级 别 磋

商。此前，美方宣布拟于 5 月 10 日将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

10%上调至 25%。

“中美妥善解决经贸问题是全世

界的期盼。”高峰说，在美方威胁加征

关税的情况下，中方从大局出发，按原

计划赴美举行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

别磋商，最大程度展现了中方推动谈

判的诚意和善意。希望美方与中方共

同努力，推动磋商取得新的进展。

针对美方近期对中方的一些指

责，高峰回应说，各种渠道传出来的消

息很多，美方也贴了不少标签，“倒退”

“背弃”等等，中方也“被承诺”了很多。

“中方重信用、守承诺，这一点从

来没有改变过。”他说，一年多来，我

们 推 动 谈 判 的 诚 意 和 善 意 有 目 共

睹。谈判本身就是一个交换意见、解

决问题、达成共识的过程，双方有不

同观点是正常的。

高峰强调说，达成协议需要双方

共同努力。中方一直抱着极大的诚

意推动谈判，希望在平等相待、互相

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一份互利双赢的

协议。中方愿与美方就存在的分歧

开展坦诚、深入的交流，双方共同努

力解决存在的问题。

“合作始终是中美两国最好的选

择，磋商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

高峰说，关于第十一轮磋商，我们希

望双方能够相向而行，照顾彼此核心

关切，抱着理性、务实的态度解决存

在的问题。

针对美国拟上调加征关税一事，

高峰说，中方立场和态度是一贯、明

确的。我们反对单边加征关税，贸易

战没有赢家，这不符合中方利益，不

符合美方利益，也不符合全球利益。

他还表示，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

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

措施。中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有决

心也有能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商务部发言人——

中方最大程度展现诚意和善意
达 成 协 议 需 双 方 共 同 努 力

新华社北京 5月 9日电 （记者吴嘉林）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9 日在京会见

英国内阁秘书兼首相国家安全顾问塞德威尔。

杨洁篪表示，中方愿同英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促进各领域合作，推动中英关系“黄金时

代”稳步前进，这是两国人民共同愿望，也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塞德威尔表示，英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支持“一带

一路”倡议，愿同中方深化合作，推动英中“黄金时代”不断

发展。

杨洁篪会见英国内阁秘书兼首相国家安全顾问

新华社北京 5 月 9 日电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新成 9 日在

京出席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多米尼加驻华大使馆共同

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建交一周年招

待会。

刘新成出席中国与多米尼加建交一周年招待会

蒙古国总统哈勒特马·巴特图勒嘎日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

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巴特图勒嘎总统就

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举行今年的首次会晤，对中蒙关

系发展和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具有深远意义，开启中蒙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新的一页。

中蒙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两国高层交往热络频繁。蒙古国

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两国传统友好历久弥新。特别

是 2014 年习近平主席对蒙古国进行历史性访问，将中蒙关系提升

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去年习近平主席同

巴特图勒嘎总统两次会晤，两国元首为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

一步发展指明了大方向。双方强调将始终坚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深化战略沟通，致力于不断夯实政治互信。中蒙同为

发展中国家，中方始终支持蒙古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两国

将携手在有关问题上发挥更积极作用。

中蒙是互利共赢的好伙伴，两国务实合作欣欣向荣。近年来，

中国保持蒙古国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国地位，两国正向

到 2020 年双边贸易额 100 亿美元的目标顺利迈进。中国践行亲诚

惠容理念，帮助和支持蒙古国发展。两国经贸合作稳步推进，中蒙

经济合作区、中蒙自贸协定联合可研等务实合作不断取得积极进

展，两国人民从中受益良多。

中蒙是常来常往的好朋友，两国人文交流密切活跃。习近平

主席 2014 年访蒙期间宣布的对蒙人文交流一揽子计划遍地开花

结果。中蒙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机制运转顺利，成果丰硕。中国

优秀影视剧受到蒙古国观众热捧，中国古典名著在蒙古国书香绕

梁，两国人员往来不断创造历史新高。越来越多的蒙古国青少年

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成为传播中蒙友谊的使者。

蒙古国历任领导人均表示蒙方积极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致力于将蒙古国的“发展之路”倡议同“一带一路”倡议更好对

接。蒙古国外长曾多次在国际多边场合主动宣介“一带一路”倡

议，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带来的发展机遇，呼吁各国积

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蒙方还主动出台了设立机场“一带一路”

绿色通道等措施。

“一带一路”建设在蒙古国收获了一个又一个实实在在的成

果。在中方积极支持下，蒙古国有了第一座交互式立交桥、第一条

高速公路、第一个现代化残疾儿童发展中心，蒙古国最先进的污水

处理厂、最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也将启动。这些涉及国计民

生的项目，给蒙古国百姓带来了实惠。“一带一路”在蒙古国家喻户

晓，蒙社会各界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意愿日益强烈。

2019 年是中蒙建交 70 周年，中蒙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面临新

的历史机遇。我相信，巴特图勒嘎总统此次访华并出席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推动两国关系与合作迎来更加广阔

的机遇，必将使中蒙关系在“一带一路”的康庄大道上策马前行。

（作者为中国驻蒙古国大使）

在一带一路大道上策马前行
邢海明

■“一带一路”在蒙古国家喻户晓，蒙社会各
界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意愿日益强烈

■大使随笔R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5月 8日宣布，将从

5月 10日开始把价值 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

品的关税从 10%提高到 25%。中美经贸磋商

尚在进行中，美国社会各界强烈反对美国政

府提高关税，认为这只会伤害美国经济。

突然提高关税将严重
打击美国企业

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将伤害美国

消费者，这已成为美国社会各界的共识。近

日，不少美国行业组织和企业纷纷发声，反

对美国政府提高关税。

美国大豆协会 7 日发布公告，敦促美国

政府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期待

美国政府通过谈判与中方建立更好的贸易

关系。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主席里克·赫芬

贝说，提高关税只会伤害美国家庭、美国工

人、美国公司和美国经济。美国消费者技术

协会主席加里·夏皮罗表示，突然将关税提

高到 25%将“扰乱市场，损害美国企业”。

美国零售联合会负责政府关系的高级

副总裁弗伦奇表示，突然提高关税将严重打

击美国企业，特别是那些资源有限、无法减

轻影响的中小企业，“美国消费者将面临更

高的价格，美国的就业机会将会减少”。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商务咨询机构“全球

贸 易 伙 伴 关 系 ”的 一 项 研 究 显 示 ，对 价 值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 25%的关税，

连 同 现 有 的 对 500 亿 美 元 中 国 商 品 征 收

25%的关税，以及对进口钢和铝产品加征关

税，将导致美国每年减少 93.4 万个就业岗

位，给四口之家增加 767 美元的生活成本。

美国消费者的钱袋子
“瘪了下去”

提高关税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是实实

在在的，让民众的钱袋子“瘪了下去”。《华尔

街日报》报道指出，加征更高关税将对美国

普通消费者产生巨大影响，因为涉及的是一

系列消费品，包括杂货、纺织品、服装、体育

用品、肥皂、灯具和空调等。

美国商会去年在其网站上开设了名为

“贸易管用，但关税不管用”的专题页面，认

为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正承受着贸易战的冲

击，并用从浅到深的红色来标注正在进行的

贸易战对美国各州和企业造成的伤害。点

开任意一个州，都可以查到贸易争端对该州

主要行业的影响。地图上受伤害最严重的

深红色越来越多，已覆盖近 40 个州。

近日，芝加哥大学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的一项联合研究用“洗衣机的例子”来证

明提高关税对消费品的影响。结果显示，自

2018 年 1 月美国对进口洗衣机加征关税以

来，洗衣机的平均价格上涨了 12%，美国消

费者每年在洗衣机和烘干机上的支出增加

了 15 亿美元，每台洗衣机要多花 86 美元，每

台烘干机要多花 92 美元。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哥伦比亚大学和普

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

政府提高关税——包括对钢铁、铝、太阳能

电池板和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税负完全

落在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身上，至少让美国

消费者每月损失 14 亿美元。

美国农民正在经历“艰
难的经济时刻”

美国农民同样遭到打击，生计受到严重

影响。2018年，美国农业净收入下降了 12%，

大豆、猪肉、乳制品和小麦价格遭遇断崖式下

跌，设备价格却在上涨，导致利润大幅下降。

堪萨斯州比斯马克农场第四代农场主

洛维·内兹尔对本报记者表示，因为加征关

税，他的农场从去年以来就在经历“艰难的

经济时刻”。去年美国政府宣布发放 120 亿

美元农业补贴，以援助在美国挑起的贸易争

端中受损的美国农场主。洛维·内兹尔说，

补贴的钱是拿到了，但比起失去的市场以及

减少的收入，“这点儿补贴远远不够”。

堪萨斯州玉米协会研究管理部主任达

尔·弗杰尔博士对本报记者说，农民大部分收

入都投入到了农机设备上，不仅因为提高关

税造成销量下滑、收入减少，还有设备成本上

涨原因。修建放置农机设备的库房需要使用

铁、铝等原料，这些原料因为贸易战都被征收

重税，导致这方面的成本上涨。“不知道这种

境况还要维持多久，农民一直在等待好消息，

等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失望。”他说。

翻看美国各大媒体，美国农民受加征关

税影响的例子无处不在。堪萨斯州的一位

谷物农场主吉姆·塔蓬说：“我们熬过了上世

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困难时期，却熬不过

现在。”其家族在经营近 100 年后不得不放

弃他们的农场。艾奥瓦州的养猪户霍华德·
希尔正在赔钱，他说：“我们有耐心，但我们

没有无限的耐心。”弗吉尼亚州种植大豆、玉

米和小麦的农场主约翰·博伊德再也买不起

他需要的设备了，“我什么都没买到”……美

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表示，贸易战可能使美

国 2019 财年的农业贸易顺差降至 2007 年以

来的最低水平，部分原因是“预计对华出口

大幅下降”。

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经贸摩

擦也引发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忧。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不久前下调

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世界贸易组织将

2019 年 全 球 贸 易 增 长 预 期 从 3.7% 下 调 至

2.6%，为 3 年来最低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研究部副主任吉安·马里亚·米莱西—费

雷蒂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贸易壁垒

的增加会破坏全球供给链，美国的贸易政策

及其造成的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是当前世界

经济前景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

（本报华盛顿 5月 9日电）

加征关税伤害美国经济
—美国社会各界强烈反对提高中国输美商品关税

本报驻美国记者 吴乐珺

当前，图书出版已成为中法两国文化交流

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不久前，中国图书精彩

亮相第三十九届巴黎国际书展，500余种主题

图书和传统文化类图书受到法国读者关注。

“这是一种双向互动。”法国出版界专业人

士费利克斯·托雷斯告诉记者，他多年来一直

关注中国图书出版行业发展。“随着法中两国

文化领域交流活动不断走向深入，法中出版合

作更加多元化。法国读者对中国的连环画、历

史类图书十分感兴趣，当代文学作品也颇受

瞩目，中国图书在法国将更受欢迎和关注。”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法国图书与中国

读者见面。法国《费加罗报》网站近日刊文

称，5 年来，中国已成为法国图书版权的最大

买家。无论是加缪、杜拉斯的经典文学作品，

还是法国当代作家马克·李维、纪尧姆·米索

的小说，中国读者的关注一直都在增长。

报道指出，法中两国出版合作基础牢固，

逐年发展。2017年的版权交易合同数量达到

2366 份，比 2016 年增加 245 份，更是 2011 年

的 3 倍之多。“在向读者提供高质量阅读体验

的同时，该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这与法中两国

出版人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法国图书出

版国际署署长尼古拉·罗什表示，“看到中国

读者聚在一起讨论法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巴

巴爸爸》等童书深受中国家长青睐，这让我们

对中国图书市场充满信心”。

报道援引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数据称，近

60%的中法图书版权合同面向的都是中国

年轻读者，法国经典童书《巴巴爸爸》、哲学

家奥斯卡·布勒尼菲耶写给儿童的哲理著作

销量都超过百万，《我们，我们的历史》等历

史类绘本在中国也颇受欢迎。中国儿童图

书市场在品牌化运作、产业多元化发展等方

面成果显著，潜力巨大。

“开放的中国图书市场、良好的法语学

习环境、中国家长对法国儿童书籍的青睐

等，都是法国图书在中国受欢迎的原因。”法

国纳唐出版社代表玛丽亚娜·杜兰德说，除

了经典文学，连环画、绘本、诗歌散文、人文

社科等种类图书也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

另一方面，中国文学作品在法国也日益

受到关注和追捧。法国是翻译出版中国文

学作品最多的西方国家。法国菲利普·毕基

埃出版社将中国当代文学列为翻译和出版

重点，莫言、余华等中国作家的作品由此走

向法国图书市场，渐受瞩目。法国作家、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指出，具有悠

久历史的中国文学主题广泛，应通过翻译让

更多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

（本报巴黎 5月 9日电）

“法中出版合作更加多元化”
本报驻法国记者 刘玲玲

新华社北京 5 月 9 日电 5 月 9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同印度外长斯瓦拉杰通电话，就中印关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

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王 毅 同 印 度 外 长 斯 瓦 拉 杰 通 话

本报喀土穆 5月 9日电 （记者苏航）中国政府非洲事务

特别代表许镜湖 3 日至 7 日访问苏丹，分别会见了苏丹过渡军

事委员会主席布尔汉、副主席哈马达尼和代理外长易卜拉欣，

就苏丹局势、中苏关系等交换了看法。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访问苏丹

孟夏时节，万物并秀。5 月 15 日，以“亚洲文

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将在北京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

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并出席有关活动。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由中国倡议主办，各方将共襄文明

盛举、共促亚洲文明进步，擘画美美与共的文明互

鉴新画卷，开创亚洲繁荣发展的新未来。

作为继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之后，中国今年举办的又

一场重要外交活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备受期

待。多位外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2000
多名来自亚洲 47 个国家及域外国家的政府官员和

文化领域代表出席，彰显这次大会的吸引力。“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将传承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璀璨

辉煌的文明成果”“这次大会对于激发创新思维、

探讨进一步增进亚欧之间的交流合作是一次难得

的机遇”……各方的赞誉之声，反映出积极维护文

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美好愿望。

亚洲国家历史悠久、文化多彩，亚洲文明对世

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放眼人类文明的

壮阔版图，从黄河和长江流域到印度河和恒河流

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东南亚等

地区，古老而多元的亚洲文明交相辉映、相得益

彰，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照耀古今的亮色。亚洲

文明发展史，印证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

互鉴而丰富”的深刻道理。

中国倡导“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观，强调以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

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展现出“和羹之美，

在于合异”的东方智慧，为亚洲和世界文明发展繁

荣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方案。世界有目共睹，中国既

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倡导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

者。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在重要国际场合，倡

导不同文明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充分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对促进人

类文明发展的深邃思考与责任担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力

促沿线国家民心相通，一系列涵盖各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机制与平

台落到实处，日益打开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新局面，一条

新时代的文明之路不断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搭建文明互学互鉴、共同发展的平台，

为人类文明发展繁荣注入更强大精神动力。”外国学者的话，道出

了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共享文明大发展大繁荣的初衷。坚持不同

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这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

各方代表齐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平台，共商亚洲文明发展之道，共

话亚洲合作共赢大计，必将进一步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擘
画
美
美
与
共
的
文
明
互
鉴
新
画
卷

■各方代表齐聚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平台，共商亚洲文明发展之
道，共话亚洲合作共赢大计，必
将进一步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
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 74 周年，俄罗斯 5 月 9 日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图为一位胸前挂满勋章

的老战士带着孩子参加阅兵活动。 本报记者 殷新宇摄

据新华社联合国 5月 8日电 （记者王建刚）在中国品牌

日即将到来之际，2019 全球企业社会责任与中国品牌发展论

坛暨第四届中国品牌走进联合国活动 8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举行，近 30 位优秀中国企业家讲述打造品牌的故事。

当天，来自贵州、甘肃和上海的 3 位企业家分别讲述了他

们如何打造生物制药、高科技以及医疗品牌的精彩故事。其

他企业家在互动环节中同与会者分享了各自创建品牌的奋斗

历程，阐述了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每年 5 月 10 日是中国品牌日。今年中国品牌日活动主题

为“中国品牌，世界共享；加快品牌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聚

焦国货精品，感受品牌魅力”。

中国企业家在联合国讲述品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