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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资讯

□ 严 瑜

近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率团访问印度。外界预测，美

印近期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会

成罗斯此行的重要议题。

路透社日前报道称，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正重新评估在

“普遍优惠关税制度”框架下授

予印度的最惠国地位，或将撤

销涉及自印度进口到美国的总

价值约56亿美元产品的零关税

待遇。

经贸磕绊总不断

外界普遍认为，美印近来

经贸摩擦，导火索是印度国内

生效不久的电子商务新规。

2月1日，印度商工部下属

的工业政策与促进局牵头发布

的电子商务领域外国直接投资

监管新规计划正式生效。有分

析认为，新规旨在限制外国企

业，扶植本土公司，对亚马逊、

沃尔玛等在印深耕多年的美国

跨国公司影响明显。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新

规禁止亚马逊和印度本土最大

的电商公司弗力普卡特与销售

商签订独家协议，限制了他们

打折销售的能力，并禁止其通

过自己有股权的供货商出售商

品。这意味着这些公司在印度

快速发展的在线市场的经商方

式受到限制，而这一市场到

2027 年的总价值有望达到

2000亿美元。

美印在经贸领域的磕绊由

来已久。据悉，2018年，印度政

府宣布了一项强制外国电商及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印度本地

进行数据存储的提案，并对电

子产品和智能手机征收更高关

税，遭到众多美国游说团队的

强烈反对。更早之前，美国还

曾对印度限制医疗器械价格的

决定表示抗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止一

次批评印度向美国征收高额关

税，并在2018年11月取消了印

度出口美国的50种产品的免税

优惠。迫于压力，印度已将从美

国进口哈雷摩托车的关税下调了

一半。但特朗普政府对此并不满

意。今年1月，谈及贸易问题，特

朗普再次向印度“猛烈开火”。

“不满的清单已经越来越

长，现在又加上了电子商贸问

题。”路透社引述一名印度官员

的话称。据知情人士透露，美

国贸易代表正在对印度作为普

惠制受惠国的地位进行重新评

估，并可能在近几周内宣布结

果。路透社认为，普惠制自20

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印度是

这一政策的重要受惠国。如果

美国真的取消对印度的普遍优

惠制，那将是特朗普上台以来

对印采取的最强硬惩罚措施。

伙伴也难逃大棒

“莫迪政府推行电子商务

新规，主要着眼于今年5月的印

度大选，想在并不乐观的经济形

势下寻找突破。”北京大学南亚

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分析称。

眼下，距离大选还有 3个

月，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

情并不乐观。2018年年底，印

度人民党在5个邦的议会选举

中全部失利，这种惨败在其执

政后从未发生过。

“这表明在分层加剧的印

度社会，莫迪政府的政策并未

惠及更多中下层选民。电子商

务新规及莫迪政府近期出台的

其他扩张性经济政策，其目的

都是为了争取选民，挽回失

分。”姜景奎说。

而在特朗普政府看来，问

题没有那么简单。虽然印度仅

为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按照

2017年的统计，美国在两国货

物贸易中的逆差只有229亿美

元，但双方贸易的增长率和结构

仍然引起特朗普政府的关注。

“2009年，美国对印度的货

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逆差总和

是71.01 亿美元，2017年上升

到273.61亿美元，增长285.3%。

在这期间，双边贸易额也增长

了一倍多。过快的增长幅度引

起了美国的重视。此外，美国

对印度的服务贸易也处于逆差

状态，双方在服务业上的竞争

态势正逐渐显现，在世界贸易

组织框架内的贸易争端也较为

频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孙立鹏

分析指出，诸多因素促使特朗

普政府认为有必要趁机敲打一

下印度。

有观点指出，美印之间近

来频繁的经贸摩擦，实质是特

朗普以制造业回归为主要标志

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与莫

迪大力推动“印度制造”计划碰

撞的结果。

上台之初，莫迪就提出重

振“印度制造”政策，意在将印

度打造为全球制造和出口大

国。同样希望重振美国制造业

的特朗普政府从中感受到日益

强烈的挑战。因此，即便印度

是美国“印太”构想的重要伙

伴，也难逃贸易“大棒”。

“特朗普政府的对外经贸

政策不针对某个具体国家。如

果盟友或伙伴在对美经贸上表

现不好，美国照样出手，此前对

日、韩等国挑起的经贸摩擦就

能证明这一点。”姜景奎说。

摩擦将成常态化

目前，关于是否取消或缩

减对印度商品的普惠制待遇，

美国官方尚未做出回应。

“罗斯访印表明，美国仍然

非常重视印度市场，希望双边

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平衡。

从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战略布局

来看，力推‘印太战略’，印度是

一个重要支点，美国希望稳定

双边关系，而经贸关系是双边

关系的压舱石。”孙立鹏认为，

近期美国不太可能在经贸领域

对印采取强硬举措，更可能通过

施压，为下一步谈判争取砝码。

姜景奎认为，美印在战略

层面仍有相互依存的需要，澳

大利亚和日本也有可能游说

美国给予印度特殊照应。“另

外，美印之间的贸易额不是很

大，对美国整体经济的影响还

未明显显现，关键的谈判可能

会在5月印度大选后再正式提

上日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能松

一口气。分析普遍认为，特朗普

政府至少在口头上会继续维持

强硬姿态，不会轻易对印让步。

而在当前胶着的选情下，

印度对美示弱的可能性也不是

很大。莫迪政府强推电子商务

新规，目的是为了在选前安抚

国内中小企业的不满情绪。“无

论是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还是

作为反对党的国大党，都暂时

不会对美采取柔性态度，因为

一旦示弱，就有可能失去选

票。”姜景奎说。

《华尔街日报》认为，随着

大选逐渐临近，印度政策制定

者对美国企业的施压会不断加

码，通过修改政策使本国企业

获益。

美印叫板还将持续。“双方

经贸摩擦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升

级，但会成为常态化趋势。”

孙立鹏说。

□ 郭 磊 卢怀谦

新西兰统计局发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

度的过去一年中，中国游客为

新西兰经济贡献了16亿新西

兰元（约合73.6亿元人民币）。

中国已上升为仅次于澳大利

亚的新西兰第二大游客客源

国。到2025年以前，中国来新

游客数量和消费增长潜力依然

很大。

旅游业是新西兰的支柱产

业之一，新西兰从政府到企业

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吸引中国

游客。

北京的戴先生计划今年春

天到新西兰旅游，令他意外的

是，短短4天，他就拿到了全家

人 5 年有效多次往返旅游签

证。戴先生说：“新西兰出签效

率之高超出预期，我甚至还没

来得及仔细安排具体行程。”

新西兰移民局局长利斯·

加洛韦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从 2018 年年底开

始，移民局推出了新版入境卡

和生物申报卡，该卡片不仅简

化和更加明确了必须填写的内

容，而且增加了中文版，方便中

国游客。2019年是“中新旅游

年”，针对来自中国的自由行游

客，他们还将在近期对在华申

请新西兰旅游签证业务进行优

化，包括更新系统，优化流程，

增加人员投入等。

新西兰旅游局亚洲区总经

理格雷格·韦费尔巴克表示，针

对中国自由行游客的高端定制

旅行体验是新西兰旅游业潜在

的增长点。特别是蜜月游、亲

子游和户外游线路，特点鲜明，

非常受中国游客欢迎。客源方

面，除了中国一线城市，新西兰

旅游局及其合作伙伴大大加强

了针对中国二线城市和线上市

场的推广力度。

据新西兰旅游业内人士介

绍，近5年来，为方便中国消费

者，新西兰旅游行业主动支持

手机移动支付的热情不断升

高。目前在旅游业中，手机支

付已经大幅高于刷卡消费。

据统计，在新西兰旅游业

最发达的南岛皇后镇地区和坎

特伯雷地区，可以使用移动支

付的新西兰本地商家（不包括

华人商家）已经从去年的500

多家翻了两番达到目前的2000

多家，这一数字还在迅猛增长。

皇后镇旅游首席执行官格

雷厄姆·巴德认为，为了方便中

国游客，更好推动当地经济发

展，扩大移动支付服务是本地

企业必须顺应的潮流和趋势。

根据新西兰—中国关系促

进委员会发布的首份“中国印

象”调查报告，69%的受访者认

为汉语是最有用的外语。新西

兰旅游从业人员学习中文的热

情近年来持续高涨。

为了方便新西兰人学中

文，新西兰中国文化中心和当

地孔子学院提供了大量师资和

教学课程。2018年8月，为期9

个月的旅游商务中文培训班在

新西兰惠灵顿开班，重点培训

来自惠灵顿市政厅、新西兰国

家博物馆和惠灵顿地区经济发

展局的工作人员，服务“中新旅

游年”。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吴玺认

为，新西兰的中文热是因为人

们认识到学习中文可以帮助他

们了解中国，而加深了解是增

进互信、加强合作的基础和

桥梁。

□ 朱东阳 熊茂伶

美国多名前政要和知名中

国问题专家近日在华盛顿发布

报告说，美国应与中国通过协

商对话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敌对的美中关系不符合任何

一方利益”。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

斯基、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

德、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等17

名美国前政要和中国问题专

家，合力撰写了《修正航向：向

有效且可持续的对华政策进行

调整》（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认为，近两年来，

美中关系一度陷入紧张，但两

国在经济、社会领域密切相

连，对美国而言，一味打压和

遏制中国并非长久之计。美

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应与中

国通过协商对话找到解决方

案，否则将可能令“极端重

要”的美中关系受到“无法修

复且本可避免”的伤害，“敌对

的美中关系不符合任何一方

利益”。

《报告》说，美国不应认为

其国家利益一定与中国对合理

经济安全目标的追求背道而

驰。随着中国经济、外交实力

增长，其国际影响力提升是自

然而然的事，美国的政策措施

应尽量促进中国在全球层面发

挥建设性作用，这有助于促进美

中两国各自利益和全球利益。

在经贸问题上，《报告》指

出，美国应审慎思考相关政策

做法可能带来的后果，避免在

保护本国制造业等领域时采取

“过度排他性政策”，避免美中

关系“无法挽回地”脱钩，以至

于伤及自身经济和创新体系、

全球供应链稳定、全球经济增

长等。

《报告》作者之一、美国亚

洲协会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奥维尔·谢尔（夏伟）建议，美中

两国应维护并完善多年来有利

于两国和世界福祉与安全的现

有国际体制。

这些专家强调，他们有责

任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帮助

美中两国不至于走到敌对和对

峙的一步。他们一致认为，美

中应通过合作解决特定纷争和

一系列全球问题，“这扇门不能

关上”。

本报讯 澜湄合作专项

基金柬埔寨新一批项目签约

仪式近日在柬埔寨外交部举

行，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

和柬埔寨副首相、国务兼外交

国际合作部大臣布拉索昆代表

双方签字。

据了解，此次签约的19个

柬埔寨项目共获得766万美元

资金，涵盖教育、旅游、扶贫、环

保等多个领域。

王文天在致辞中说，澜湄

合作机制成立以来，在次区域

合作中的影响日渐扩大，受到

各方广泛瞩目。澜湄合作专项

基金项目柬方获批项目连续两

年最多，体现了柬方对澜湄合

作的积极态度和参与热情。这

些项目的顺利实施，必将在提

高生活水平及教育、健康、旅游

等诸多领域为柬埔寨人民带来

巨大益处。

布拉索昆在致辞中对中

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柬

埔寨迄今为止已经收获35个

项目，涵盖农业、旅游、电信、

教育、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

新项目签约证明了澜湄合作

不断发展的势头。这些项目

提供了合作机会，也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成果，改善了人们的

生活。

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柬埔

寨首批 16 个项目于 2017 年

12月签署，共获得730万美元

资金。

澜湄合作是澜沧江—湄公

河沿岸中国、柬埔寨、泰国、老

挝、缅甸、越南六国共同创建的

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中方

2016年在澜湄合作首次领导

人会议上提出设立澜湄合作专

项基金，在5年内提供3亿美

元支持澜湄六国提出的中小型

合作项目。

（毛鹏飞）

美 印 会 上 演 贸 易 大 战 吗

新西兰多措并举吸引中国游客

“敌对的美中关系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美 国 财 政 状 况 在 加 速 恶 化
公共债务首次突破22万亿美元

本报讯 据美国财政部近

日发布的数据，截至今年２月

11日，美国公共债务总额达到

创纪录的22.01万亿美元。

关注美国财政问题的彼

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迈克尔·彼得森在一份声明中

指出，过去11个月美国政府增

加了1万亿美元债务，公共债

务迅速突破22万亿美元大关，

表明美国财政状况不仅不可持

续，而且在加速恶化。

彼得森表示，万亿美元量

级的债务增长会导致高昂的

利息成本，这将给经济带来压

力，使政府难以为未来的重要

投资项目提供资金。目前美

国政府平均每天要支付10亿

美元债务利息，未来10年需

支付的债务利息将达到约 7

万亿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

府的减税政策和增加政府支出

举措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和公共

债务迅速增加。数据显示，在

去年9月30日结束的2018财

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

到约7790亿美元，创2012年

以来新高。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上月

发布报告估计，从2022年起，

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每年都将超

过1万亿美元。持续的巨额财

政赤字将推动公共债务稳步增

长，预计到2029年，美国公共

债务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3%，到2049年该比例将进一

步升至约150%。

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美国

政府债台高筑这一严重隐患。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去年

1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

国政府在解决赤字和债务问题

方面“说了很多，但缺乏实际行

动”。他警告，不断增长的公共

债务可能会引发下一轮美国经

济衰退。

（熊茂伶 高 攀）

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柬埔寨新项目签约
涵盖教育、旅游、扶贫、环保等多个领域

有观点指出，美印之间经贸摩擦，实质是特朗普以制造业回归为主要标志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与莫迪大力推动“印度制造”计划碰撞的结果

对在华申请新西兰旅游签证业务进行优化；加强针对
中国二线城市和线上市场推广力度

《报告》指出，美国应避免在保护本国制造业
等领域时采取“过度排他性政策”

美国芝加哥美国芝加哥
车展引车展引关注关注
2019 年美国芝加哥车展

2 月 9 日~18 日对公众开放。

图为人们在车展上参观。

新华社发（乔尔·莱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