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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征关税冲击日本经济基本盘
3 月份，日本央行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相继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均决定维持现行

利率水平不变。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在

记者会上多次提及“高度不确定性”，并表示

将关注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动态，审慎

决定进一步加息的时机。事实上，造成这一

不确定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正是美国政府

的加征关税政策。当地时间 3 月 26 日，美国

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宣布对所有

进口汽车征收 25%关税，相关措施将于 4 月 2

日生效，日本进口汽车预计位列其中。

关税“大棒”终将重重落地。有日本经

济学界人士认为，美国汽车行业生产效率

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力，是造成汽车贸易逆

差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所谓不公平的贸

易壁垒本就是“伪命题”。如果通过关税措

施保护美国汽车业，其低生产率、高成本的

现 状 仍 将 维 持 ，进 一 步 削 弱 其 国 际 竞 争

力。此外，为应对美国政府激进的关税政

策，预计抵制美国汽车的浪潮将在全球范

围内蔓延，美国汽车出口很可能进一步下

滑。也有评论称，全球已经进入了经济上

不能再依赖美国的时代，日本需要实现贸

易伙伴多元化。

日本汽车工业协会会长片山正则表示，

一旦征收 25%关税，可以预见的是，日本汽

车生产将会出现重大调整。有日本汽车行

业人士评论称，在全球生产中对美国出口比

例较高的马自达和斯巴鲁等车企，需要从根

本上重新审视生产体系。将大规模工厂转

移到美国将会是巨大的财务负担，还将对零

部件制造商造成压力。而在最终销售环节

中，将这些投资转嫁到新车价格中十分困

难，车企只能进一步降低成本，未来车身零

部件的标准化进程可能将加速。

此前一段时期，日本政府、企业界均希

望通过与美国政府的谈判换取关税豁免，但

从目前形势看，日本想“独善其身”已经被宣

告不可能。日本是美国汽车进口的第三大

来源国，占比约达 17%，略低于墨西哥（37%）

和韩国（19%）。但如果算上从墨西哥进入美

国的日本汽车，占比将更高。有经济学界人

士认为，美国对日本汽车征收关税，正是因

为日本汽车夺走了美国的财富。

相关经济学界人士指出，从历史上看，

日本政府曾经有通过自愿限制对美汽车出

口以换取关税豁免的经历。日本政府及日

本汽车制造商可以向美国政府提议，宣布进

一步扩大美国本土生产的计划，并对输美汽

车采取自愿出口限制措施，以避免美国政府

关税措施。但也有分析认为，在欧盟或其他

国家和地区因不愿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做

出让步，且自愿限制对美汽车出口可能性较

小的情况下，日本通过自愿限制对美汽车出

口换取美关税豁免的方案似乎也难以被采

纳。有企业界人士指出，不知道“最坏情况”

何时来临，就什么也做不了。一段时期以

来，政策的不透明压制了企业投资意愿，也

阻碍了出口计划安排。近日，日本内阁官房

长官林芳正表态称，日本已通过多层渠道向

美国传达关切，并将通过日美之间的密切讨

论采取必要措施。然而，此前无论是日本首

相石破茂，还是日本经产大臣武藤容治，均

未能通过展示日本对美经济贡献获得关税

豁免的回应。

近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

布中期经济展望报告，将全球 2025 年经济增

长预期由 3.3%下调至 3.1%。鉴于日本可能

受钢铁、铝、汽车等关税政策影响，2025 年的

增长预期较此前下调了 0.4 个百分点。若美

日互征 25%关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

将在三年内减少约 0.87%。经过日本经济学

界人士估算验证，若美国对日本所有输美产

品征收 25%关税，预计日本出口将减少 3.7

万亿日元，导致 GDP 下降 0.61%，再考虑因

关税导致贸易伙伴国 GDP 下降对日本出口

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日本国内出口下降的

连锁反应等间接影响，其预测结果与 OECD

基本相符。

在货币政策难以独立施展、出口产业承

压、国际谈判空间受限的背景下，日本正被

迫再次寻求外交与产业政策的双重突破口，

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正深刻冲击日本经济

的基本盘。有分析认为，在“日美同盟”的背

景下，日本政府采取对等措施“绝地反击”的

概率仍然较小，若在“极限施压”下，在其他

问题上加大对美妥协力度，未来恐怕将进一

步丧失经济政策的自主性。

□ 陈益彤

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创历史新高
本报驻阿布扎比记者 李学华

3 月 26 日，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IRE-

NA） 发布 《2025 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统

计报告》 指出，2024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

装机容量新增 585 吉瓦，占全球新增电力装

机容量的 92.5%，年增长率达到 15.1%，创

下历史新高。

报告同时指出，虽然 2024 年全球可再

生 能 源 装 机 总 容 量 达 到 4448 吉 瓦 ， 但 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八次

缔约方大会 （COP28） 通过的“到 2030 年

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至 3 倍，至

11.2 太瓦”的目标相比，目前进展仍不够

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再生能源装

机容量 2030 年前每年需增长 16.6%。

2024 年，太阳能和风能仍然是可再生

能 源 扩 展 的 主 力 ， 占 新 增 可 再 生 能 源 装

机容量的 96.6%。其中，超过四分之三的

新 增 装 机 容 量 来 自 太 阳 能 ， 太 阳 能 装 机

容量新增 451.9 吉瓦，增长了 32.2%，装机

总 容 量 达 到 1865 吉 瓦 ； 风 能 新 增 装 机 容

量 达 到 113 吉 瓦 ， 增 长 了 11.1% ， 装 机 总

容 量 达 到 1133 吉 瓦 ， 增 长 主 要 集 中 在 中

国 ； 水 电 （不 包 括 抽 水 蓄 能 水 电） 新 增

装 机 容 量 15 吉 瓦 ， 增 长 1.2%， 装 机 总 容

量 达 到 1283 吉 瓦 ； 生 物 能 源 装 机 容 量 在

2024 年有所回升，新增 4.6 吉瓦，总容量

达到 151 吉瓦。其中，中国和法国成为主

要推动力量；地热能装机容量增加 0.4 吉

瓦 ， 增 长 主 要 来 自 新 西 兰 、 印 度 尼 西

亚 、 土 耳 其 和 美 国 ； 离 网 电 力 （不 包 括

欧 亚 区 域 、 欧 洲 和 北 美 地 区） 装 机 容 量

增 幅 几 乎 是 之 前 的 3 倍 ， 增 加 了 1.7 吉

瓦，总容量达到 14.3 吉瓦，增长主要由离

网 太 阳 能 推 动 ， 其 装 机 容 量 在 2024 年 达

到 6.3 吉瓦。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增长仍存在

显著地区差异。与以往一样，2024 年新增

的 装 机 容 量 大 部 分 集 中 在 亚 洲 。 报 告 显

示，2024 年，亚洲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

加 421.5 吉瓦，占全球新增容量的 72.0%。

其中，中国占比最大。

报告显示，2024 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

源发电能力年增长率为 15.1%，与 2023 年

增长 14.3%相比，提高了 0.8 个百分点，这

是 自 2000 年 以 来 的 最 高 年 增 长 率 。 2024

年 ， 可 再 生 能 源 在 全 球 新 增 总 装 机 容 量

中 所 占 份 额 大 幅 增 加 ， 达 到 92.5% ， 而

2023 年占比为 85.8%。同时，可再生能源

在 全 球 总 装 机 容 量 中 所 占 的 比 例 也 从

2023 年 的 43.1% 上 升 到 2024 年 的 46.4% ，

提高了 3.3 个百分点。这一上升趋势表明

可 再 生 能 源 快 速 扩 张 和 非 可 再 生 能 源 增

量 持 续 下 降 。 在 全 球 层 面 ， 后 者 部 分 归

因 于 部 分 地 区 多 年 来 传 统 能 源 发 电 的 大

规模退役。

报 告 指 出 ， 尽 管 2024 年 可 再 生 能 源

新 增 装 机 容 量 与 增 速 均 创 历 史 新 高 ， 但

与 实 现 COP28 通 过 的 “ 到 2030 年 将 全 球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至 3 倍，至 11.2 太

瓦 ” 的 目 标 相 比 ， 仍 然 存 在 较 大 差 距 ，

各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需 付 出 更 多 努 力 。 要 实

现 COP28 设 定 的 2030 年 目 标 ， 需 要 自

2022 年起维持至少 16.1%的年增长率。但

由 于 2023 年 和 2024 年 均 未 达 到 这 一 增 长

率 ， 2025 年 至 2030 年 ， 年 均 增 长 率 需 提

升至 16.6%。

国 际 可 再 生 能 源 署 总 干 事 弗 朗 西 斯

科·拉·卡梅拉表示，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增

长，彰显其经济可行性与广泛适用性。虽

然每年的纪录都在刷新，但我们依旧面临

着区域发展不平衡和 2030 年目标迫在眉睫

的挑战。目前，经济竞争力和能源安全成

为全球日益关注的主要问题，而快速扩展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既是抓住商业机遇的

途径，也是快速且可持续解决能源安全问

题的手段。卡梅拉呼吁各国政府在制定下

一轮国家和地区自主贡献目标时，明确其

可再生能源的具体目标。同时，他还呼吁

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支持全球南方国家

实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

示 ，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蓬 勃 发 展 正 在 推 动 全

球 化 石 燃 料 时 代 的 终 结 。 创 纪 录 的 增 长

不 仅 带 来 了 新 的 就 业 机 会 ， 还 降 低 了 能

源 成 本 ， 改 善 了 空 气 质 量 。 可 再 生 能 源

正 在 重 塑 全 球 经 济 。 然 而 ， 清 洁 能 源 转

型 的 速 度 和 公 平 性 仍 需 进 一 步 提 升 ， 要

确 保 全 球 所 有 国 家 和 地 区 ， 都 能 有 机 会

且 公 平 地 享 受 到 廉 价 、 清 洁 的 可 再 生 能

源带来的益处。

中国的创新发展势不可挡
—

—

访力拓集团首席执行官石道成

本报记者

朱

琳

在 日 前 举 行 的 中 国 发 展

高层论坛媒体见面会上，连续

3 年前来参会的力拓集团首席

执行官石道成在接受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于力

拓 在 中 国 的 发 展 十 分 满 意 。

他说：“经历几十年的快速发

展，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的

中心，力拓的大部分客户来自

中国。目前，力拓超过 57%的

营收来自中国的业务，中国市

场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已经成为力拓最大的

市场，力拓每年向中国发运约

2.5 亿吨铁矿石。截至 2024 年

7 月，力拓向中国发运铁矿石

总量达 40 亿吨。

石道成告诉记者，作为力

拓与中国深化合作的重要成

果，位于西澳大利亚皮尔巴拉

地区的西坡铁矿等项目将于今

年投产。“我们会继续全面满足

中国铁矿石需求。同时，力拓

正在进一步实现业务的多元

化，扩大铜、铝、锂领域的发展，

以打造更为强劲、具有韧性的

业务，降低对于铁矿石价格的

依赖。”石道成说。

“ 世 界 需 要 钢 铁 ，而 钢 铁

行 业 确 实 会 对 环 境 产 生 影

响。如何减少环境足迹，特别

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力拓

以及钢铁行业的客户共同肩

负的责任。因此，我们当前的

工作重点不仅在于降低自身

运营业务的碳排放，更致力于

协助客户减少其他间接温室

气体排放。”石道成表示，中国

钢铁行业在全球碳减排方面

起着领头羊作用，力拓也非常

希望参与其中。

石道成认为，中国在能源

转型领域的发展取得了显著

成 就 。 在 中 国 ，无 论 是 太 阳

能、陆上风能的部署，还是电

力系统建设、储能电池及电动

汽车产业的发展，都推动了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长。

“我们很高兴可以支持中国的创新发展，一方面，继续为中国

提供铁矿石、锂、铜和铝等原材料，另一方面，加大对碳减排

的 投 资 。 我 们 计 划 在 2030 年 实 现 运 营 业 务 碳 减 排 达 到

50%。”石道成说。

采访当天，力拓集团与河钢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根

据谅解备忘录，河钢与力拓将创新合作机制，拓宽合作领

域，共同探索高炉炼铁流程中减少碳排放的机会，并在氢

冶 金 等 领 域 开 展 合 作 ，推 动 钢 铁 行 业 高 质 量 、可 持 续

发展。

2024 年，力拓集团不仅在向中国发运铁矿石总量上迎来

新的里程碑，其在中国的采购金额也创下新高。数据显示，

2024 年，力拓在中国采购商品与服务总金额达 42 亿美元，较

2023 年 34 亿美元的采购额增长约 23%。

“过去一年，推动力拓在中国采购金额大幅增长的主要原

因是集团加大了投资。”石道成表示，“中国是一个非常具有竞

争力的市场，在工程设备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在石道成看

来，在中国，力拓还拥有拓展更多元业务的机遇。

石道成告诉记者，力拓正在加强与中国在能源转型领先

技术方面的合作，将前沿的创新成果带入力拓全球运营，以提

升生产效率，促进集团业务的韧性和可持续性。

对 于 力 拓 未 来 在 中 国 的 发 展 ，石 道 成 表 示 非 常 乐 观 。

“此次来华期间，我与一些领先的电动车企业进行了交流，

能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创新发展势不可挡。”石道成说，

“创新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同样也鼓舞并激励着全

世界。”

近日，日本央行宣布维持现行利率水平不变，并将关注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动态，审慎决定进一步加息的时机。

造成这一不确定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正是美国政府的加征关税政策。在货币政策难以独立施展、出口产业承压、国际谈

判空间受限的背景下，日本正被迫再次寻求外交与产业政策的双重突破口，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正深刻冲击日本经济的

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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