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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欲筹款6000亿美元抗衡中国
当地时间6月26日，正在德国举行的G7会议宣

称，将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发展基础设施的资金。西方媒体普遍称这是西方对
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计划。不过，西方媒
体自己对此都没有信心。英国广播公司（BBC）称，
在去年的G7峰会上，拜登也宣布了一项“剑指中
国”的全球基建计划。如今，这项被美国命名为

“重建更美好世界”的宏大计划“因缺乏进展而步履
蹒跚”。27日，多名接受采访的中国学者表示，美
西方试图以经济援助“画大饼”的方式，引诱其他

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加入其地缘政治对抗之中。
这些专家质疑，过去一年美西方此类计划实现了几
个项目？本来就面临经济危机的西方从哪里筹集未
来的建设资金？发展中国家真的会为了这种“画的
大饼”而不顾本国的利益加入西方的阵营对抗游戏
吗？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7日表示，中方始终欢迎
一切促进全球基建的倡议。我们认为各类相关倡议
不存在彼此取代的问题。我们反对打着基础设施建
设旗号推进地缘政治算计、抹黑污蔑“一带一路”
倡议的言行。

新华社华盛顿6月27日电（记者 熊茂伶） 美国总统拜登
日前表示，白宫正在讨论是否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的关税。鉴于当下美国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
膨胀，许多有识之士呼吁拜登政府取消对华加征关税以抑制
通胀，减轻百姓压力。但分析人士指出，为了在11月国会中
期选举中赢得优势，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争斗加剧，使得白
宫在修正上届政府错误对华政策问题上举棋不定，引起业界
和民众不满。

通胀高企招致广泛责难通胀高企招致广泛责难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

涨幅已连续八个月高于6％，近三个月同比涨幅都在8％以上。
富国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萨姆·布拉德对记者说，食品和

汽油价格仍在攀升，至少在未来几个月，看不到通胀缓解迹
象。

美国政府面临着国内舆论对其经济政策的质疑和批评。
《华尔街日报》 评论文章称，当前的通胀是“可以预见的”，
是由过度的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所致。

皮尤研究中心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70％的美国民众认为
通胀是“非常大的问题”。日前发布的《政治报》晨间咨询公
司联合民意调查显示，约40％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政府政策应
对高通胀“负很大责任”。

在应对通胀方面，美国政府可用的工具并不多。美国前
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此前指出，通过取消加征
关税来降低通胀，比白宫提出的反垄断、控制肉类价格等方
法更重要、更有效。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表示，“没有理由”维持对华加征关
税，这是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征收的“不必要税收”。美国民
众对通胀不断上升感到不满，尽快取消加征关税是降低物价
的方法之一。

取消加征关税可解取消加征关税可解““燃眉之急燃眉之急””
尽管美联储已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在加息和“缩表”

上快步走，但美国通胀仍未明显缓解。经济学家认为，通
胀持续高企让美联储货币政策“走钢丝”难度渐增，美国
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在此背景下，部分白宫官员、商界人
士、经济学家呼吁削减或取消对华加征关税，以解通胀

“燃眉之急”。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日前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通

胀率高得“不可接受”，把通胀降下来是“首要任务”。她表
示，加征关税是从前任政府“继承的”，有些关税并未达到战略
目的，还增加了消费者支出，政府正在考虑调整部分关税。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如果取消特
朗普政府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的关税，以及以“国家安全”
为名加征的钢铁关税等，美国通胀率可降低约1.3个百分点。

该报告主笔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
里·赫夫鲍尔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取消或削减对华加征
关税，有助于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也意味着美国企业将面临
更多竞争，会促使其放缓上调价格，从而有助于降低通胀水
平、稳定通胀预期，这在当前尤为重要。

美国前驻新加坡大使戴维·阿德尔曼日前在接受美国消费
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在经
济上是徒劳的，如“回旋镖”一般伤及美国经济。取消对华加征
关税将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和恢复民众对经济的信心。

犹豫不决自陷党争困境犹豫不决自陷党争困境
面对与日俱增的通胀压力，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成为美国

政府政策工具箱中少数可行且有效的应对选项之一，但白宫
仍迟迟未作出决定。分析人士认为，美政府前期误判通胀走
势，导致如今严峻的通胀局面。随着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
近，对华贸易问题更加被政治化，拜登政府如果不尽早回应
业界呼声，在取消对华加征关税问题上继续举棋不定，恐将
在缓解通胀和谋划选情的困境中越陷越深。

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关乎美国民众利益，却一定程度被党
争绑架，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着眼选举的政治算计议题，即
使是理智、理性的决定也因此受到掣肘。

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希·霍利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声
称“现在不是对中国手软的时候”，遭到网友讽刺。一位网友
留言说：“（关税）正加剧通胀，你抱怨通胀问题，而当他们试图
（通过取消加征关税） 缓解通胀时，你却抱怨。”另一位网友
评论说：“我们需要做对国家最好的事，而不是为一个政党，
别玩游戏了。”

美国艾奥瓦州前众议员、民主党人格雷格·丘萨克告诉
新华社记者，中期选举背景下，共和党候选人甚至比目前的
国会成员更偏向右翼、更极端，而民主党候选人不愿被视为

“软弱”，因而在做“正确的事情”方面感受到阻力。
赫夫鲍尔也坦言，考虑到当前政治形势，削减或取消对

华加征关税，可能导致部分议员批评拜登政府对中国“软
弱”。“我认为这会阻止他们做正确的事情，做对美国经济有
利的事情。但我希望他们能这样做。”

美官员称美官员称““不算太晚不算太晚””

G7会议6月26日大张旗鼓地宣布一
项“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
划，该计划将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
项目筹集约 6000 亿美元，以对抗中国
强大的“一带一路”倡议。路透社称，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在 G7 会议上宣称，
美国将在 5 年内动员 2000 亿美元的捐
赠、联邦资金和私人投资，以帮助中低
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改善全球健
康、性别平等和数字基础设施。拜登
称，这是其他国家“分享我们对未来的
积极愿景的机会”，可以让各国“亲眼
看到与民主国家合作的具体好处”。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随后也
称，欧盟将为该计划筹集 3000 亿欧
元 ， 以 提 供 一 个 “ 可 持 续 的 替 代 方
案”。她称：“我们有责任向世界提供
积极的投资，向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
伴展示他们有选择的余地。”BBC 称，
尽管拜登和冯德莱恩没有直接点中国
的名，但他们的讲话显然是针对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西方一直指责“一
带一路”倡议让发展中国家陷入“债
务陷阱”。

法新社引述一名匿名美国高级官员
的话称，G7的计划“并不算太晚”。他
称：“‘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存在了好
几年，而我们是在他们投资多年后才开
始布局的。但我想说，现在肯定还不算
太晚，我甚至不确定它是否晚了。”这
名美国高官还诬称：“与中国合作的许
多国家正在后悔，因为北京更感兴趣的
是建立经济和地缘战略立足点，而不是
让当地人受益。”

“G7 抛出号称 6000 亿美元的‘全
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
实际上只是去年拜登在 G7 峰会上提
出 的 ‘ 重 建 更 美 好 世 界 ’ 计 划 的 翻
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全球治
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 27 日接受
采访时表示，一年来，“重建更美好
世 界 ” 计 划 在 世 界 上 根 本 没 什 么 反
响，响应者寥寥无几。最关键是美国
没拿出多少钱，其他发达国家也没有
响应美国。近半年来，美西方遇上严
重的通胀和债务问题，“重建更美好
世界”计划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彻底
边缘化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义桅
教授称，美国真正的战略目的，是企
图以此为借口，拉着盟友一起重塑美
国主导和独霸世界的能力。在这个过
程中，全球供应链又是美国聚焦的重
点，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美国担心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可能主导
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另外，这一计划
的 6000 亿美元资金，美国只出 2000 亿
美元，4000 亿美元由盟友出。美国企
图借此控制盟友，重塑全球化的美国
底色。

美国过去一年为全球基建仅投美国过去一年为全球基建仅投
入入600600万美元万美元

美国等G7国家提出新的全球基建计
划最大的问题是，本来就面临经济危机
的西方从哪里筹集未来的建设资金？黄

仁伟表示，拜登声称动员美国出资2000
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私人投资。实
际上美国政府不可能下命令让美国的
私人机构掏钱，这完全是“画大饼”。
另外，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竞争力最强
的国家是谁？显然是中国。中国在基
建方面可以说是全能冠军。第三，按
西方的惯例，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肯定
会附带各种政治条件，比如可能会要
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放弃与中国
合作的项目，但发展中国家会放弃实
实 在 在 受 益 的 中 国 项 目 而 接 受 美 国

“画的大饼”吗？
“事实上，在拜登宣布‘重建更美

好世界’计划大约一年来，美国政府对
全球基建的投入加起来只有微不足道的
600 万美元。”美国 《外交》 杂志网站
称，该计划自提出后就一直毫无进展。
随着美国“重建美好未来”的国内基建
立法提案受挫，这项“一带一路”的西
方替代方案连名字都报废了，如今只能
改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计划。

报道称，美国在全球基建方面与中
国竞争处于劣势，这不仅是因为投资
规模问题。美国自身的基建能力非常
糟糕，所以它想去海外建设基础设施
项目从一开始就行不通。在世界银行
等机构的基础设施招标中，中国企业
处于主导地位。2020 年，中国公司在
国外赢得了价值23亿美元的世界银行出
资的基建合同，而美国公司仅拿到2700
万美元的合同。在20家全球最大建筑承
包商中，中国有14家，欧洲有6家，美
国一家都没有。

《纽约时报》27日坦承，G7周日宣
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计划中，大部分承诺资金不是政府直接
支出，而是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的混
合， “无法保证一定能兑现”。

美西方才是美西方才是““债务陷阱债务陷阱””的真的真
正制造者正制造者

对于西方一边大张旗鼓渲染与中国
对抗，一边抹黑中国“一带一路”，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6月27日强调，所谓
“一带一路”造成“债务陷阱”完全是
个伪命题。据世界银行测算，“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若全部
得以实施，到2030年，每年将有望为全
球 产 生 1.6 万 亿 美 元 收 益 ， 占 全 球
GDP1.3%，其中 90%由伙伴国分享，低
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受益更多。2015年
至2030年间，760万人将因此摆脱极端
贫困，3200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事实
上，没有任何一个“一带一路”合作伙
伴国家认可所谓“一带一路”造成“债
务陷阱”的说法。

实 际 上 ， 美 西 方 才 是 “ 债 务 陷
阱 ” 的 真 正 制 造 者 。 据 世 界 银 行 统
计，截至 2020 年底，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整体外债存量超过 7000 亿美元。
其中，西方私营债权人占据非洲长期
债务的大头，占比高达 47%。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
国家对中国的债务负担率超过 25%，
多数国家在大多数年份对中国的债务
负担率都不足 1%。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
非洲研究所主任布劳蒂加姆曾发表的一
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债务陷阱论”
根本站不住脚。该报告称，“在超过6亿
人无法获得电力的非洲大陆上，中国
40%的贷款用于发电和输电，另有 30%
用于改善非洲的交通基础设施，帮助非
洲实现现代化”。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
研究中心主任莫希 27 日接受记者采
访 时 表 示 ， 以 美 国 为 代 表 的 西 方 国
家 宣 布 出 巨 资 抗 衡 中 国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完 全 是 出 于 政 治 考 虑 ， 可
谓“居心叵测”。他说，美西方标榜
的 “ 高 标 准 、 价 值 导 向 ” 的 全 球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投 资 计 划 ， 听 上 去 煞 有
介 事 ， 但 都 是 画 饼 充 饥 ， 往 往 到 后
来 就 不 了 了 之 ， 连 西 方 自 己 都 不 好
意思再提起。莫希表示：“对此，稍
有 理 性 的 国 家 ， 都 会 有 清 醒 的 认 识
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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