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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须合作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冲击
当前，全球贸易面临保护主义严重

冲击，特别是美国采取的所谓“对等关

税”冲击全球经贸正常秩序，贸易政策

不确定性持续对全球贸易和产业链带来

困扰。对此，各国应通过均衡的政策以

及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全球贸易与经济

增长。

美国宣称的“对等关税”，实质上

有违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原则，其差别

化税率违反世贸组织成员之间互不歧视

的承诺，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严重破

坏。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近日表

示，美国加征关税将对全球贸易和经济

增长前景造成巨大影响。伊维拉在一份

声明中指出，世贸组织正在密切关注和

分析美国的关税措施，正在积极回应各

成员有关对其经济和全球贸易体系的潜

在影响问题。声明称，根据世贸组织初

步估计，美国自今年初以来推出的关税

措施可能导致 2025 年全球商品贸易量总

体萎缩约 1%，比之前的预测下调近 4 个

百分点。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还 将 进 一 步 拉 大 经

济鸿沟，剥夺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

家的发展权利。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

声明指出，随着主要经济体将征收新

关 税 ，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可 能 进 一 步 下

滑 。 在 低 增 长 、 高 负 债 的 全 球 经 济

中，关税上调可能会削弱投资和贸易

流动，给本已脆弱的环境增加不确定

性。这可能会削弱信心、减缓投资并

威胁发展成果，尤其是在最脆弱的经

济体。世贸组织数据分析显示，在经

济发展不对等、经济实力不对等的情

况下，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将进一步拉

大各国贫富差距，欠发达国家将遭受

更大冲击。这将严重损害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努力。

不 过 ， 面 对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的 冲

击 ， 全 球 贸 易 仍 显 示 出 韧 性 。 首 先 ，

服务贸易展现出巨大韧性。联合国贸

发会议报告显示，2024 年全球贸易额

达到 33 万亿美元新高，较 2023 年增长

3.7%。 世 贸 组 织 报 告 显 示 ， 2024 年 全

球服务贸易增长了 9%，而商品贸易仅

增长了 2%，这表明服务行业对经济冲

击的适应能力更强。未来，数字贸易

和跨境服务的增长将进一步增强全球

贸易的韧性。

其次，区域贸易合作增强了贸易韧

性。据统计，在 2024 年四季度，发展中

国家的贸易增长明显超过发达国家，南

南贸易表现强劲，显示出区域合作增强

了全球贸易的韧性。

另 外 ， 全 球 供 应 链 调 整 也 在 增 强

贸易韧性。在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

摩 擦 中 ， 许 多 企 业 正 在 调 整 供 应 链 ，

以适应新的贸易格局。区域价值链的

加强减少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提高

了贸易韧性。数据显示，与 2021 年相

比 ， 2024 年 全 球 贸 易 的 集 中 程 度 下

降，这意味着更多小型经济体在全球

贸易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 当 前 地 缘 经 济 紧 张 和 贸 易 摩 擦

加 剧 的 背 景 下 ， 全 球 合 作 对 于 维 持 贸

易 稳 定 和 可 持 续 增 长 至 关 重 要 ， 尤 其

是 要 充 分 发 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及 其 他 多

边 合 作 机 制 在 全 球 贸 易 体 系 中 的 支 柱

作 用 。 二 战 后 建 立 的 规 则 导 向 贸 易 体

系 ， 如 关 税 与 贸 易 总 协 定 和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 推 动 了 全 球 关 税 的 逐 步 下 降 ，

并 促 进 了 国 际 贸 易 的 增 长 。 尽 管 近 年

来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抬 头 ， 但 约 三 分 之 二

的 国 际 贸 易 仍 然 不 受 关 税 限 制 ， 这 是

多边合作的重要成果。

全 球 还 需 进 一 步 加 强 区 域 贸 易 合

作，区域贸易协定在降低关税和破除非

关税壁垒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提高了

全球贸易的稳定性。区域贸易合作的加

强，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能够减少对发

达国家市场的依赖，从而实现更加自主

的贸易模式。

此外，各国还应采取平衡的贸易政

策，需在保护本国产业和促进全球合作

之间找到平衡，贸易政策的调整应考虑

其对市场准入、竞争力和经济转型的

影响，以确保贸易增长不会受到保护

主义的破坏。

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即将开馆

本报记者

朱

琳

“目前，中国馆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将于

4 月 13 日大阪世博会开园之际正式开馆。”在日前

举行的 2025 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中国馆专题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中国馆政府总代表

李庆霜表示。

2025 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以“构想焕发生机的

未来社会”为主题，将于 2025 年 4 月 13 日至 10 月

13 日举行。李庆霜表示，中国馆占地面积约 3500

平 方 米 ，是 大 阪 世 博 会 最 大 的 外 国 自 建 馆 之

一。中国馆将围绕“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绿色发展的未来社会”主题，以“天人合

一”“绿水青山”“生生不息”三大篇章为叙事主线，

展示 5000 年中华文明孕育的传统生态智慧，展现

新时代绿色发展的理念与成就，展望中国同世界

各国携手、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美好

愿景。

“从建筑外观到内部设计，从实物展项到主题

影片，从生态案例到未来科技，中国馆将探索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之道的主线贯穿始终，向全球观众

阐释中国人质朴而深邃的生态观及‘和谐共生’的

价值追求。”李庆霜说。

据了解，月壤将是中国馆重要展项。李庆

霜表示，在中国馆“生生不息”展区，将展示嫦娥

五号、嫦娥六号带回的月球样品，这将是历史上

首次实现月球正面、背面土壤样品的零距离对

比展示，“全球观众在中国馆可通过透镜装置观

察月壤独特结构和两者细微差异，分享人类探

索浩瀚宇宙的美好梦想照进现实的喜悦”。

中国贸促会展览管理部（国展局和世博会事

务办公室）部长邬胜荣在介绍中国馆建筑的主要

设计理念和亮点时表示，中国馆从设计选材到施

工运营，都坚持绿色低碳原则，建筑主体以竹材与

钢结构结合，墙体选用国内新型低碳固碳竹质产

品，主体钢结构、竹简板内外墙、屋面阳光板等装

配式、轻量化材料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碳排

放。同时，积极推行废弃物减量和资源回收利

用。“这些举措不仅呼应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

题，还阐释了绿色生态环保的中国理念。”邬胜

荣说。

“中国馆是建筑领域新质生产力应用的一次

集中体现。”邬胜荣介绍，中国馆应用了我国多项

走在世界前列的建筑理念和技术，并创新数字化

智慧管理模式，专项研发了智慧建造管理平台，

采用跨境远程数字可视化辅助技术进行项目管理，既有力提升了中国馆

项目建设的安全性、自主性和可控性，也全面展现了中国制造的“智慧”与

实力。

发布会上，李庆霜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关于中国参展日本大阪世博会

将如何促进两国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友好基础提问时表示，中国馆内，一组

名为“青山明月”的木雕作品，刻画了中日绵延 2000 多年友好交往历史中的

代表人物、经典场景和感人瞬间，昭示中日各界人士从交融互鉴的历史积淀

中汲取智慧，在共通的文化价值中挖掘动能，继续求同存异，面向未来。世

博会期间，中国省区市代表团、企业、机构、媒体、智库将在园区内外与日方

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旅、经贸交流互动。60 多对友好城市将以世博会为契

机，继续深化互利合作。

“我们相信，中国馆将成为中日加强地方交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的

重要平台，推动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让越来越多的两国民众相互走近，

让中日关系更有温度、更暖人心。”李庆霜说。

美加征关税增大印度经济下行压力
本报记者 王宝锟

美国总统特朗普 4 月 2 日在白宫签署关于所谓

“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宣布美国对贸易伙伴加征

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一些贸易伙伴征收更

高关税，其中，对印度加征 26%的关税。美国新政府

运行 2 个多月来，多次指责印度“滥用关税”。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 3 月 31 日发布报告，抨击印度在农

业、知识产权、数据、医疗、太空经济等领域的贸易政

策 损 害 美 国 利 益 ，建 议 将 印 度 列 入“ 重 点 观 察 名

单”。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明确要求印度降低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少对美贸易顺差，逐步开放包

括农产品在内的国内市场。

此前，为缓解美国关税压力，一方面印度主动下

调部分美国商品进口关税，迄今已将高端摩托车进

口关税从 50％降至 30%，波旁威士忌进口关税从

150％降至 100%；另一方面主动寻求与美进行贸易

磋商。3 月初，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部长皮尤什·戈亚

尔访美；3 月底，美国贸易代表团赴印，均聚焦关税

问题，围绕双边贸易协议展开磋商。市场相关人士

表示，印度政府曾考虑削减价值 230 亿美元的美国

进口商品关税，以避免被美国列入“对等关税”加征

清单，但最终印度还是没能躲过关税“大棒”。印度

工业贸易部表示，将认真审视“对等关税”实施后给

印度经济带来的影响，同时加快与美双边谈判，争取

达成互利协议。

受内需下滑、通胀高企、贸易环境恶化、外资减

少、劳动力市场僵化、工业制造业发展不及预期等内

外因素影响，当前印度经济承受的下行压力越来越

大。印度政府年初预计 2025 至 2026 财年经济增长

能达到 6.3%至 6.8%，在美国实施“对等关税”后，美

国高盛集团随即将印度本财年经济增长预期从之前

的 6.3%下调到 6.1%。“对等关税”将影响印度多个行

业，特别是工程机械和电子产品等关键出口领域，包

括珍珠、矿物燃料、机械、锅炉和电气设备、汽车等在

内的多个出口类别将会面临关税上调的冲击，这些

产品占印度对美国出口额的近 50%。有印度研究机

构估计，美实施“对等关税”将影响 87%的印对美出

口商品，可能使印度 2025 至 2026 财年对美出口下降

73 亿美元。市场普遍预计，印度政府实现年度经济

增长目标的难度增大。

也有分析认为，关税压力将迫使印度加速经济

结构性改革，包括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优化营商

投资环境、改革劳动力市场等，从而提振印度本土企

业生产效率，增强“印度制造”出口竞争力。印度政

府也呼吁企业为更开放的贸易环境做好准备，皮尤

什·戈亚尔最近呼吁印度企业要“摒弃保护主义心

态，自信地在全球市场上竞争”。总体上，印度政府

现阶段还是希望通过整体下调偏高的关税水平，大

幅下调相当比例自美进口商品的关税，争取与美国

达成协议，维持贸易稳定。

在工业产品领域，印度可能考虑取消美国液化

天然气进口税，以降低采购成本、扩大进口；分阶

段下调汽车进口关税，特别是汽车整车进口关税和

电动汽车进口关税；大幅调降智能手机、关键电子

产品元件的进口关税。农产品领域可能成为印美贸

易谈判的难点。印美农产品领域当前平均关税差额

接近 40%。印度有意削减杏仁、开心果、蔓越莓、

核桃等部分农产品关税，希望限制“对等关税”在

农产品领域的适用范围，避免肉类、玉米、小麦和

乳制品等主要农产品受到冲击，但有限让步恐难满

足美国的“胃口”。此外，数据领域也是美国对印

度施压的重点，印度政府虽然取消了对数字广告征

税，但在数字贸易领域不会轻易让步，尤其是对美

国要求印度放宽数据监管特别是对数据本地化的严

格限制方面。

依 照 2 月 印 度 总 理 莫 迪 访 美 公 布 的 成 果 ，下

一步印美将会更为密集地进行经贸磋商，争取在

今年秋季前达成协议。有专家分析认为，美印间

最终达成“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难度较大，可能

分阶段分批次分领域推进货物和服务贸易协议。

当前，印度方面边谈判边观望，将视谈判进展和美

国关税“大棒”伤害程度，决定是否实施反制性关

税。毕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个任期时，印度政

府 曾 以 提 高 29 种 美 国 产 品 关 税 回 应 美 国 对 印 度

钢铝产品实施的惩罚性关税。与此同时，美国将

关税武器化的做法也促使印度加紧寻求更可信赖

的贸易伙伴。2024 年 3 月，印度与由冰岛、列支敦

士 登 、挪 威 、瑞 士 组 成 的“ 欧 洲 自 由 贸 易 联 盟 ”签

署自贸协定；2025 年 2 月和 3 月，印度分别重启与

英国、新西兰的自贸协定谈判，计划年内完成与欧

盟的自贸协定谈判，同时希望加快改善对华经贸

关系，开辟更多国际自贸渠道，缓解美国肆意妄为

的关税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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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宣称的“对等关税”，实质上有违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严重破坏。在当前地

缘经济紧张和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合作对于维持贸易稳定和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尤其是要充分发挥

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多边合作机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支柱作用。

洪都拉斯外交部长雷纳

日 前 接 受 采 访 时 表 示 ， 自

2023 年 3 月中国与洪都拉斯

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

国关系持续深化，在贸易和

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显著成

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

在的利益。

雷纳重申洪都拉斯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他表示，两

年来，洪中关系稳步推进，

成果丰硕。特别是在发展合

作方面，双方不断拓展合作

广度和深度，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

雷 纳 表 示 ， 洪 中 关 系

能 够 迅 速 发 展 ， 离 不 开 两

国 元 首 的 战 略 引 领 与 高 度

重 视 。 两 国 领 导 人 始 终 秉

持 相 互 尊 重 、 合 作 共 赢 、

共 建 未 来 的 理 念 ， 推 动 双

边 关 系 不 断 迈 上 新 台 阶 。

“可以说，我们的关系每一

年 、 每 一 个 月 都 在 加 深 ，

成果不断显现。”

近 日 ， 中 国 向 洪 都 拉

斯 青 少 年 资 助 一 批 运 动

服 。 雷 纳 说 ， 这 一 善 举 彰

显 了 洪 中 友 好 合 作 的 温

度 ， 也 体 现 了 双 方 在 文 化

和体育交流方面的积极意愿。“体育和

文 化 是 连 接 两 国 人 民 心 灵 的 重 要 纽

带 。 体 育 象 征 和 平 与 友 谊 ， 对 于 推 动

青 少 年 健 康 成 长 、 增 进 民 间 交 流 具 有

积极意义。”

谈 及 经 贸 合 作 ， 雷 纳 表

示，洪中经贸关系不断提质升

级，双方正在就自由贸易协定

进行谈判，未来合作前景广

阔。他说：“尽管自贸协定还

在谈判中，但我们已经看到很

多成果。我们的白虾零关税进

入中国市场，咖啡、香蕉、甜

瓜已经获得市场准入。”

他透露，目前洪都拉斯正

在推动龙虾、海参等特色产品

进入中国市场。“这些高附加

值的农渔产品有望带动地方生

产，为中小企业和农户带来新

机遇。”

雷纳指出，洪都拉斯咖啡

在进入中国市场方面也取得了

重要进展，近期签署了一项对

华出口咖啡豆的合同，为该国

咖 啡 拓 展 国 际 市 场 注 入 新

动能。

展望未来，雷纳表示，洪

中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 ， 合 作 潜 力 巨 大 。 他 说 ：

“洪都拉斯有很多可以向中国

学习的地方，比如在基础设

施、农业现代化、科技教育等

方面的经验。同时，我们也希

望将拉美文化特别是玛雅文明

介绍给中国人民，深化文化交

流与相互理解。”

“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将有助

于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 吸 引 投 资 、 改 善 民

生，最终实现两国人民的共同福祉。”

他说。

洪中深化合作潜力巨大

—
—

访洪都拉斯外长雷纳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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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淑睿

印度孟买街景印度孟买街景。。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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