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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回归正轨

郭

言

当地时间 6 月 9 日至 10 日，中美经

贸团队在英国伦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机

制首次会议。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 6 月

5 日通话重要共识和巩固日内瓦经贸会

谈成果的措施框架达成原则一致，就解

决双方彼此经贸关切取得新进展。中

方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展

现出极大的善意与诚意。美方应珍惜

中方的善意和努力，拿出恪守承诺的诚

信精神和切实履行共识的努力行动，推

动中美经贸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轨道

上来。

在此次中美经贸磋商过程中，中方

的出发点始终十分明确，即推动中美经

贸关系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

展。中方的善意不是策略，更不是权宜

之计，而是根植于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

视、对世界经济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及对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珍视，展现出

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始终坚持理

性、冷静、务实的立场。

信守承诺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

是国家信誉的核心体现。大国行事，更

当以规则为准绳、以信誉为根基，不能任

性妄为，更不能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中

美同为国际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其

互动方式与合作格局不仅关乎两国自身

利益，更对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秩序具

有深远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持言必信、

行必果的原则，对与世界各国达成的共

识始终秉持严肃认真态度予以履行，展

现 出 一 个 负 责 任 大 国 的 格 局 与 担 当 。

对于美方而言，恪守承诺、履行共识既

是对中国的基本尊重和对自身国家信

誉的必要维护，也是对维护国际经贸秩

序理应承担的责任。

不过，遗憾的是，美方在中美经贸关

系中曾多次出现失信违约行为，严重损

害了双方互信。5 月 12 日，中美双方发

布《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后，

中方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对待、严格

落实、积极维护日内瓦经贸会谈共识。

美方却陆续新增出台多项对华歧视性限

制措施，严重破坏日内瓦经贸会谈既有

共识。美方还一度倒打一耙，无端指责

中方违反共识。倘若类似情况再次甚至

反复发生，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关系的

不确定性，侵蚀中美经贸磋商成果。

中美经贸关系能否回归正常、稳定、

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关键在于美方能否

以负责任的态度看待双边关系，能否以

实际行动回应中方的善意，能否真正尊

重市场规律与国际规则。如果美方依旧

沉溺于短视的地缘政治算计，继续将经

贸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不仅会损害双

边关系，也将继续伤害自身国际信用。

反之，若美方能够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处理对华关系，重建互信基础，认

真倾听中方关切，切实履行自身承诺，双方完全可以在现有基础上持续

深化合作，推动形成更具韧性的双边经贸关系。

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回归正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

会的共同期待。当美方真正以战略眼光和历史责任感处理对华经贸关

系，与中方相向而行，双方才能在尊重、诚信、合作的基础上，共同为世

界经济稳定复苏和繁荣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 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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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在 最 新 一 次

货币政策会议上，欧洲央

行决定将三大关键利率分

别下调 25 个基点，这是该行

自 2024 年 6 月宣布降息以来

第八次下调利率，虽符合市场

预期，但这一次央行释放出的信

号比“继续宽松”更耐人寻味：当

前的货币政策周期可能已经接近

尾声。

“我认为我们正接近本轮货币政

策周期的终点。”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

蒂娜·拉加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考

虑到当前政策路径的合理性，我们正处

于一个有利的位置。”

此次降息后，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

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降

至 2.00%、2.15%和 2.40%。分析认为，此举

旨在回应通胀回落与经济增长疲弱的现

实，同时有利于应对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带

来的不确定性。

欧 洲 央 行 此 次 降 息 的 最 直 接 驱 动

力来自通胀明显回落。欧元区物价水平

在过去 3 年长期高企后，目前显示出稳定

迹象。根据欧洲央行最新预测，2025 年

欧元区总体通胀率预计为 2.0%，2026 年

将降至 1.6%，反映出能源价格走低以及

欧元汇率走强的联合作用。预计至 2027

年，欧元区通胀率将温和回升并稳定在

2%左右。

尽管多数通胀指标显示回归目标区

间，但市场与政府决策层面对未来走势的

解读仍不一致。葡萄牙央行行长森特诺

提醒，通胀率可能在明年年初接近甚至低

于 1%，让人联想到疫情暴发之前欧元区

持续多年低通胀甚至通缩的风险。与之

相反的是，爱沙尼亚央行行长穆勒则表

示，目前并无价格失控或急剧下行的迹

象，欧洲央行 2%的通胀目标已基本达成。

相较于通胀，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回升

势头显得更为脆弱。欧洲央行最新预测，

2025 年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

平均增速将达 0.9%，2026 年将达 1.1%，且

各国经济表现分化明显。德国经济预计

今年将再度陷入停滞，连续第三年实现零

增长或负增长，引发市场对欧元区整体复

苏前景的担忧。业内部分分析人士指出，

欧元区近期优于预期的经济增长数据背

后存在短期技术性扭曲，例如美国新关

税生效前的出口冲刺等。

不过，欧洲央行并未对整体前景过

度悲观。其声明指出，政府在国防和基

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增加将在中期内为经

济增长提供支撑。同时，更高的实际收

入水平和强劲的就业市场将增强家庭消

费能力。随着融资环境的持续改善，这

些因素预计将有助于增强欧元区经济对

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

而对外部冲击最为显著的担忧，来

自全球贸易政策的变数。美国政府威胁

将对欧盟商品征收高达 50%的关税，引

发欧洲市场广泛警觉。在全球供应链高

度互相依赖的背景下，任何形式的贸易

摩擦升级都可能对企业投资与跨境出口

造成压力。对此，拉加德指出，贸易政策

的不确定性正在短期内抑制欧洲企业的

信 心 。

芬 兰 央 行

行长奥利·雷恩

进一步表示，现有政

策模型难以完全模拟潜

在风险，包括贸易壁垒、金融

市场波动，乃至供应链中断带来

的连锁反应等。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使欧洲央行

不得不在政策调整节奏上保持更大灵活

性。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马克·沃尔在一

份报告中指出，尽管拉加德表态谨慎，但本

次降息并不意味着宽松周期已画上句号。

他强调，贸易冲突“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

一旦全球需求进一步疲软，通胀可能持续

低于预期，届时欧洲央行可能需要再次降

息以防止经济再度滑入低迷。德国智库宏

观经济和经济形势研究所经济学家西尔

克·托伯也警告称，如果欧元区迟迟无法进

入稳健的复苏轨道，中期内可能面临更长

期的通胀过低风险，这将成为货币政策持

续宽松的重要理由之一。

不过，尽管内外部挑战并存，但市场对

欧洲央行近期政策举措的反应仍相对积

极。汇丰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策略主管侯赛

因·迈赫迪表示，欧洲央行看起来处于令人

羡慕的地位。潜在通胀已回落至乌克兰危

机前的水平，在欧元走强、油气价格下跌的

背景下，通货紧缩似乎将持续下去。欧洲

资产似乎将受益于欧洲央行的积极举措。

大西洋两岸分化的货币政策及其对

金融市场影响也成为分析人士观察的重

点 。 随 着 欧 洲 央 行 将 借 贷 成 本 下 调 至

2.00%，美欧两地利差已达到 225 个基点

以 上 ，为 2019 年 9 月 以 来 的 最 高 水 平 。

通常而言，美国利率上升会使美国资产

更具吸引力，从而提振美元，但近期美元

汇率走势却未如以往那般强劲。自今年

1 月中旬以来，欧元兑美元已累计上涨超

过 13%。分析认为，美国预算赤字大幅扩

张前景叠加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不确定

性，已促使全球投资者慎重考虑对美投

资，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转向相对稳定

的欧元区市场。

在通胀趋稳、经济复苏缓慢、外部环

境复杂的背景下，欧洲央行已进入政策微

调阶段，降息动作仍然可能延续，但频率

和幅度都将受到更多宏观环境与地缘政

治因素影响。宽松是否真正终结尚未可

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前欧洲央行更倾

向于观望与对冲，一个阶段性的政策拐点

或正在悄然出现。

国际能源署最新报告指出——

可再生能源仍是全球投资重点
本报记者 王宝锟

近日，国际能源署发布 2025 年版

《世界能源投资报告》显示，尽管全球

面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经济

前景不确定等不利因素，导致部分投

资者对新能源项目持观望态度，但现

有 项 目 支 出 并 未 受 到 明 显 影 响 。

2025 年，全球能源领域投资预计将增

至 3.3 万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2% 。 其

中，约 2.2 万亿美元将集中投向可再

生能源、核能、电网和电气化等领域，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传统能源领域

的投资将达到约 1.1 万亿美元。

当前，全球能源投资格局正经历

深刻变革。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能

源投资国，过去 10 年，中国在全球清

洁能源支出中的份额已从四分之一

上升至近三分之一；美国的可再生能

源与低碳排放燃料投资在过去 10 年

也近乎翻番，但因其政策扶持缩减等

因素，可能将进入平台期；印度与巴

西的能源投资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

亮眼，印度依托政策支持，以太阳能

投资为主导，以风电与生物质能投资

为辅助，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有望提

前实现 2030 年达到 50%的目标；巴西

海上油气资源开发与清洁能源投资

并举，已形成独特投资格局。

报告提出，在非洲大多数地区，货

币贬值与利率高企正加剧能源融资压

力。2025 年，非洲能源投资预计较

2015 年萎缩三分之一，清洁能源投资

占比仅为2%。国际能源署呼吁调动更

多国际资金投资发展中经济体的清洁

能源项目，目前的投资和援助水平远

低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预期目标。

报告提出，“绿色转型”下的全球

能源投资热潮已明显放缓。过去两

年，全球能源领域风险投资持续萎缩，

而同时期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资额已

攀升至 840 亿美元，是能源领域风险

投资的 3 倍左右。在此背景下，全球

能源创新企业正在努力适应融资成本

上升和政策不确定性的双重挑战。

报告显示，在经济、技术、产业等

多重因素推动下，过去 5 年，全球能源

转型投资保持快速增长，其中约 70%

的新增投资来自化石能源净进口国，

主要是中国大幅增加新能源技术领

域的投资、欧洲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

与能效提升的投资、印度的太阳能投

资大幅增长，还有约 20%的新增投资

源自美国的新能源扶持政策。

受工业制冷、电动出行、数据中

心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电力需求激增

等因素影响，全球能源投资格局正因

“电力主导时代”的到来而重塑。报

告预计，2025 年全球电力领域投资将

达 1.5 万亿美元，低碳发电领域更是

吸引大量能源投资。2025 年太阳能

领域投资预计将达 4500 亿美元，其

中，配备储能电池的光伏板正成为新

兴发展中经济体能源投资的重要驱

动力。而全球电力系统储能电池在

2025 年 的 投 资 预 计 将 达 660 亿 美

元。同时，核电投资也呈复苏态势。

预计 2025 年核电站新建和改造投资

将突破 700 亿美元。

由于油价走低叠加需求预期疲

软，预计 2025 年石油上游产业投资将

同比下降 6%，可能创下 2016 年以来

最大降幅。虽然在美国与中东地区

天然气发电项目投资增长的背景下，

全球天然气投资有望维持 2024 年水

平，但石油投资缩减仍将使 2025 年全

球油气上游产业投资预期降至 5700

亿美元以下，其中，40%的投资将用于

延缓现有油田产量的衰减。

在低碳排放燃料领域在低碳排放燃料领域，，虽然虽然 20252025

年其绝对投资额预计不足 300 亿美

元，但或将创历史新高。报告预测，若

全球所有获批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项目都能如期推进，预计 2027 年相关

项目投资规模将较当前水平增长 10

倍以上。但低碳项目受政策不确定性

影响较大，过去一年，全球部分氢能项

目已被取消或延期。尽管如此，如果

现有获批项目顺利推进，预计 2025 年

投资额将相当于 2024年的两倍。

报告最后强调，充足且及时的投

资对保障能源安全、可持续性和可负

担性依然至关重要。目前，全球电网

年投资额约 4000 亿美元，不足以匹配

电力消费需求和发电投资增长。不

少国家正面临电网投资审批流程长、

变压器及电缆供应链紧张，以及电力

公司财务状况不佳等问题，严重制约

了全球电网投资增长。

总体来看，要实现 2023 年第 28

届 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大 会 设 定 的 在

2030 年前将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能

力增至 2023 年的 3 倍的目标，全球可

再生能源电力年投资规模需要翻番，

同时配套电网、储能等领域投资也需

同步增加。报告呼吁扩大对发展中

国 家 的 气 候 融 资 ，以 实 现

2024 年第 29 届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启动的“巴库至

贝伦气候融资路线图”目

标，即到 2035 年，为发展

中 经 济 体 的 低 碳 项 目

募 集 至 少 1.3 万 亿 美

元资金。

日前，欧洲央行宣布将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下调 25 个基点，旨在回应通胀回落与经济增长疲弱的现实，同时应

对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不过，欧洲央行并未对整体前景过度悲观。欧洲央行已进入政策微调阶

段，降息动作仍然可能延续，但频率和幅度都将受到更多宏观环境与地缘政治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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