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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壁垒遮蔽全球经济复苏曙光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曙光正被不断升

高的关税壁垒阴影所遮蔽。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在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

告 中 指 出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态 势 不 容 乐 观 ，

2025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放缓至 3.1%，

2026 年恐将进一步降至 3.0%。报告特别警

告，贸易壁垒升级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

要潜在风险。

报告称，若美国进一步对所有非大宗商

品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而其他国家采取相

应反制措施，全球经济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

性。据 OECD 测算，到第三年，全球产出可

能下降约 0.3 个百分点，全球通胀率在头 3 年

平均每年可能上升 0.4 个百分点。如果叠加

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全

球企业投资和家庭支出将承受更大压力，经

济下行风险会显著上升。

“美国一咳嗽，欧洲就感冒”。美欧贸易

摩擦加剧，欧元区经济面临重创。作为全球

主要经济体之一，面对美国步步紧逼的关税

“大棒”，欧盟难以独善其身。近期，欧洲央

行行长拉加德在欧洲议会经济和货币事务

委员会听证会上直言，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

正对欧元区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她指出，全

球经济紧密相连，贸易摩擦升级不仅推高生

产成本、扰乱供应链，还可能导致贸易报复，

进一步削弱市场信心。对于深度融入全球

产业链的欧元区而言，形势尤为严峻。欧洲

央行分析指出，美国如对欧洲进口产品加征

25%关税，预计将使欧元区当年经济增速下

降约 0.3 个百分点；若欧盟采取反制措施，损

失可能扩大至 0.5 个百分点。此外，短期内

欧元贬值和贸易壁垒增加或将推高通胀，而

长期来看，经济活动减弱又将抑制通胀。欧

洲央行必须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采取行动

以保持价格稳定。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数据显示，美国是

欧洲汽车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24 年欧盟向

美国出口了近 75 万辆新车，价值约 385 亿欧

元。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总干事西格丽德·

德弗里斯警告称，美国对欧洲汽车进口加征

25%关税，将严重挤压企业利润空间，迫使制

造商调整全球战略，重新评估在美投资布

局。其中，保时捷和梅赛德斯—奔驰受创最

重，预计美国的新关税举措可能使保时捷损

失 34 亿欧元。法拉利公司计划将美国市场

部分车型提价 10%，而阿尔法·罗密欧和玛

莎拉蒂母公司斯特兰蒂斯则警告称，美国加

征关税措施可能影响意大利的生产水平。

美国的单边贸易政策不仅冲击欧洲经

济，还在削弱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引发地缘

政治层面的深远影响。保加利亚资深国际

关系评论员，曾担任总理外交政策顾问、部

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等职务的博扬·

楚科夫指出，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

动摇欧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基础。“欧洲长期

享受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庇护，而美

新一届政府正试图彻底

颠覆这一格局。”楚科夫认

为，欧盟并不是一个同质化

的组织，各个国家发展速度快

慢 不 均 。 若 欧 洲 经 济 持 续 下

行，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或将成

为首批受害者，社会甚至政治风

险或将随之加剧。

讽刺的是，“本国优先”的贸易保

护主义，不仅未能给美国经济带来预

期的利好，反而让本国企业和消费者承

担了沉重的代价。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的研究显示，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

商品加征的关税，预计将使普通美国家庭每

年额外损失超过 1200 美元。与此同时，贸易

壁垒的连锁反应正逐步显现。加拿大和墨

西哥已宣布对美国实施反制，其他贸易伙伴

可能跟进。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不仅扰乱全

球供应链，也将推高美国企业成本，削弱其

出口竞争力，令制造业企业面临更大市场压

力。最终，这场贸易战的代价，将由美国企

业和消费者共同承担。

在美国挥舞关税“大棒”、推行单边主义

之际，中国始终致力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推动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发展，为世界经

济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

近日，中国发布《2025 年稳外资行动方

案》，从有序扩大自主开放、提高投资促进水

平、增强开放平台效能、加大服务保障力度

等 4 个方面提出 20 条有力措施。这一系列

举措，为全球企业提供了更多合作机会，进

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吸引力。

不仅如此，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

坛 2025 年年会上，来自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

86 位跨国企业正式代表齐聚北京，其中包括

27 家美国企业和 28 家欧洲企业，涵盖金融、

汽车、医药、食品等多个行业。即便在部分

西方政客鼓吹“脱钩断链”的背景下，西门

子、宝马、苹果、雀巢、汇丰等世界知名企业

仍坚定选择中国市场。

欧 洲 战 略 界 也 持 续 释 放 对 华 合 作 信

号。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谢夫乔维奇表示，中

国是欧盟的重要合作伙伴，欧方愿以建交 50

周年为契机深化经贸合作，通过对话解决分

歧。法国外交部部长巴罗也明确表态，法方

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脱钩断链”，希望通过

高质量对话超越差异和分歧，开展平等互惠

合作，扩大双向投资，实现互利共赢。这些

表态充分表明，尽管全球政治格局日趋复

杂，欧洲有识之士依然高度认可中国市场的

开放性和重要性。

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

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

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用实际行动

证明，坚持开放合作才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的正确道路。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应对气候挑战——

实 现《巴 黎 协 定》温 控 目 标 难 度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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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央行近期发布宏观经济

预测报告，将该国 2025 年经济增

长 预 期 从 之 前 的 2.5% 上 调 至

2.7%。报告称这一调整主要基于

2024 年西班牙经济增长 3.2%的强

劲表现，远超欧元区 0.9%的平均

水平，展现出该国经济持续向好的

发展态势。但西央行也警告称，全

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的

新关税举措，可能对该国出口以及

供应链造成冲击，为其经济增长之

路增添变数。

西班牙经济的强劲表现主要得

益于内需的拉动，尤其是私人消费

的显著增长。2024 年，西班牙的私

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0%，成 为 经 济 增 长 的 主 要 动 力 。

此外，旅游业的持续复苏也为经济

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2024 年，西

班牙接待的外国游客数量创下历史

新高，达到 9400 万人次，比 2023 年

增长 10%。这些游客在西班牙的消

费 额 约 为 1260 亿 欧 元 ，同 比 增 长

16%，显示出西班牙旅游业的强劲

复苏态势。

工业领域的表现同样亮眼。西

班牙是欧洲第二大、全球第八大汽

车制造国，汽车行业对其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贡献率达到 10%，占

全国出口总额的 18%。此外，西班

牙近年来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通过

引入外资和欧盟基金支持，推动新

能源产业迅速发展。2024 年，西班

牙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装机容量大

幅增加，成为欧洲新能源发展的佼

佼者。

尽管西班牙经济表现强劲，但

仍面临内部挑战。从外部环境看，

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对西班牙

经济构成潜在威胁。美国单方面挑

起的关税争端引发了全球贸易紧张

局势。欧盟委员会已于 3 月 12 日宣

布反制措施，以回应美国对钢铁和铝制品加征关税的措施。

在此背景下，作为外向型经济国家，西班牙出口市场难免受到

影响，订单减少、成本上升等问题纷至沓来，诸多企业忧心

忡忡。

聚焦国内，公共债务增加与失业率高企两大难题不容小

觑。尽管 2024 年西班牙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例有所下降，

但欧盟委员会预计 2025 年西班牙的财政赤字将略有上升。

长期来看，西班牙的财政可持续性仍面临中等风险，需通过谨

慎的财政政策加以应对。此外，西班牙失业率仍然较高，尤其

是青年失业率和长期失业率居高不下。尽管 2024 年失业率

降至 2008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与欧盟平均水平相比仍显突

出。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如临时合同比例过高，也对西

班牙就业稳定构成挑战。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西班牙政府正采取全方位措施巩

固经济复苏成果。在应对外部挑战方面，针对美国贸易政策

调整带来的冲击，首相桑切斯明确表态将“坚定站在企业和人

民一边”，并着手制定应急计划，重点帮扶受关税政策影响最

严重的产业部门。同时，西班牙政府正积极参与欧盟贸易政

策制定，推动多边贸易合作，以降低贸易争端对经济的冲击。

在内部改革方面，西班牙政府正着力推进 3 项关键举措，

增强西班牙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首先，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

着力降低就业市场障碍，提升就业质量；其次，加大新能源和

高科技产业投资力度，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构建更具韧性的

产业结构；再次，持续优化财政收支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

经济专家指出，西班牙经济虽展现出较强韧性，但在全球

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仍需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才能

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未来西班牙经济增长能否达到预期

目标，将取决于内需的持续性和外部风险的演变情况。

日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其旗舰报告

《2024 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当前全球

气候状况日趋严峻，主要指标出现恶化，极

端天气事件多发，《巴黎协定》规定的温控目

标实现难度巨大。针对当前形势，各国需要

加大合作应对。

报告指出，用来监测地球气候状况的多

项指标近来恶化趋势明显。全球气温持续

升 高 。 2024 年 全 球 平 均 气 温 比 1850 年 至

1900 年工业化前高出 1.55 摄氏度，创下 175

年 来 最 高 纪 录 ，最 近 10 年（2015 年 至 2024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10 年，厄尔尼诺现

象叠加人类活动使 2023 年至 2024 年地表温

度连续破纪录。

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继续上升。2023 年,

二氧化碳浓度达到工业化前水平的 151%；甲

烷浓度达到工业化前水平的 265%；氧化亚氮

浓度为工业化前水平的 125%，而且 2024年实

时观测显示，三大温室气体浓度在继续上升。

全球变暖加速冰川消融，导致海平面上

升、海洋环境恶化。报告显示，海洋含热量

在过去 8 年内连创新高，2024 年达到 65 年以

来最高值，2005 年至 2024 年海洋变暖速率

为 1960 年至 2005 年的两倍以上。全球平均

海 平 面 高 度 2024 年 再 创 新 高 ，2015 年 至

2024 年海平面上升速度为 4.7 毫米/年，比

1993 年至 2002 年的速度翻倍。海洋表面 pH

值持续下降，酸化趋势加剧。冰川消融加

剧，严重影响全球淡水资源储备，加速海平

面上升。

极端气象灾害频发。报告指出，在气候

变 化 的 影 响 下 ，极 端 气 象 灾 害 愈 加 高 发 。

2024 年，热带气旋频发，造成数百万人流离

失所：台风“雅吉”影响越南、菲律宾，导致重

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飓风“海伦”和“米

尔顿”重创美国佛罗里达州，造成超 200 人死

亡，数百亿美元损失。旱涝灾害和火灾事件

在全球多发：撒哈拉以南非洲、南美洲和亚

洲出现大范围洪水，摧毁农田、基础设施，影

响数百万人的生计，巴西南部洪灾致 200 多

人死亡；智利、加拿大和美国西部发生极端

森林大火，智利火灾致 300 多人死亡，加拿大

野火碳排放达历史第二高。全球范围内频

繁发生热浪：东亚、地中海和美国西南部持

续极端高温。

《巴黎协定》控温目标遭突破。《巴黎协

定》提出，相比于 1850 年至 1900 年工业化前

水平，要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

2 摄氏度之内，同时努力将升温限制在 1.5 摄

氏度以内。2024 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

前水平上升 1.55 摄氏度，是历史首次升温超

过 1.5 摄氏度临界值的完整年度。尽管该控

温目标指的是长期变化（通常以 20 年或 10

年均值衡量），世界气象组织也强调单一年

份超过 1.5 摄氏度目标不意味着《巴黎协定》

控温目标已经失守，但这一数字仍被视为

“全球气候系统的严重预警信号”。报告指

出，按全球变暖长期趋势估算，目前全球平

均的升温范围在 1.34 摄氏度至 1.41 摄氏度

之间，虽未达到 1.5 摄氏度，但与 1.5 摄氏度

的安全边界已极度接近，这表明控温空间极

其有限，容错度很低。一旦超过 1.5 摄氏度

临界值，即使是暂时超过，也会显著增加极

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对实现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巨大冲击。

报告指出，为应对全球气候挑战，各

国需要加强国际合作。首先需要加强全球

早期预警体系建设。目前全球仅有 50%的

国家具备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世界气象

组织呼吁各国加强技术和资金合作，共同

投资建设覆盖全球的“早期预警系统”，鼓

励 国 际 间 共 享 气 象 、 海 洋 和 极 端 天 气 数

据，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灾害预警和应急

响应能力。

其次，要促进科学信息全球共享与能力

建设。通过国际平台实现观测数据、模型结

果和研究成果共享，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科学

研究能力和观测站建设，提高各国，尤其是

小 岛 屿 国 家 和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的 科 学 决 策

能力。

第三，要推动全球协调一致的减排和适

应行动，呼吁各国遵循《巴黎协定》，提高国

家自主贡献的意愿，开展如碳市场、碳交易

等跨国碳减排合作项目。同时，还应促进跨

部门、多层级合作，鼓励各国政府、科研机

构、金融机构、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加强跨

行 业 和 跨 国 合 作 ，形 成“ 气 候 — 能 源 — 农

业—水资源”一体化解决方案，开发共同适

用的气候风险评估工具和数据库，联合支持

“气候适应型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与金融领域合作同样必不可少。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国际金融机构、气候基

金要增加对气候变化应对的融资支持，鼓励

发达国家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

转让承诺，提升气候金融的透明度和可获得

性，使资金真正用于最脆弱群体。此外，还

要加强气候教育和公众参与，建立全球范围

的气候教育与知识普及项目，鼓励青年参与

全球气候治理，加强媒体和公众传播合作，

推动行为转变。

全球经济增长态势不容乐观，贸易壁垒升级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潜在风险。美国奉行“本国优先”的贸易保

护主义，不仅使欧洲经济面临重创，还会引发地缘政治层面的深远影响，更让美国本土企业和消费者承担沉重代价。中

国始终致力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实践证明，坚持开

放合作才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正确道路。

图为丹麦格陵兰岛附近的海冰图为丹麦格陵兰岛附近的海冰。。 罗一洲罗一洲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为梅赛德图为梅赛德

斯 — 奔 驰 纯 电斯 — 奔 驰 纯 电

CLACLA 在 意 大 利 纳 尔在 意 大 利 纳 尔

多赛道行驶多赛道行驶。。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