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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

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
力，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的基础
上，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
成一致。 协议文本包括序言、知识产权、
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
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
端解决、最终条款九个章节。 同时，双方
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
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
税由升到降的转变。

中方认为，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

经济体，处理两国经贸关系必须从大局
出发，达成经贸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人
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将在经贸、
投资、 金融市场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本协议总体上符合中国深化改革开放
的大方向，以及自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需要。 协议相关内容的落实，
将有助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改善营商
环境，扩大市场准入，更好维护包括外
国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在华合法权益，
也有利于保护中方企业在对美经贸活

动中的合法权益。 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
扩大，中方企业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市
场化、商业化原则，增加从包括美国在
内的各国进口优质、有竞争力的产品和
服务， 有助于顺应国内消费升级的趋
势，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 本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加强经贸领
域的合作，有效管控和解决经贸领域的
分歧，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 在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
本协议有利于增强全球市场信心，稳定

市场预期，为正常的经贸和投资活动创
造良好环境。

双方约定，下一步双方将各自尽快
完成法律审核、 翻译校对等必要的程
序，并就正式签署协议的具体安排进行
协商。

协议签署后，希望双方能够遵守协
议约定，努力落实好第一阶段协议相关
内容，多做有利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和
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事情，维护世界和
平与繁荣。 ②8 （据新华社）

宁吉喆：扩大贸易合作必须基于市
场化原则和 WTO 规则

宁吉喆说，近期中美两国就扩大贸
易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 双方都认
识到，扩大中美贸易合作有利于两国资
源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 中美贸易
发展到今天规模，源于中美经济有很强
的互补性。 而从两国超大规模经济和市
场看，中美贸易还有很大潜力。 从满足
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出发， 中国欢迎优质、
有竞争力的美国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
市场。

扩大中美贸易合作对美国同样具
有积极意义。 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第二大
出口市场，是美国大豆第一大出口目的
地、棉花第二大出口目的地，扩大中美
能源领域合作也是美国的现实选择。

需要强调的是，扩大贸易合作必须
基于市场化原则和 WTO 规则， 美方需
要保障供给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价格
竞争力、满足中国相关监管要求。 中美
两国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只要美国的产
品和服务适销对路，能满足中国老百姓
需求， 扩大自美进口是我们乐意看到
的。同时，中国国内市场庞大，对质优价
廉的商品和服务需求不断增加，欢迎各
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平等竞争，扩大中
美贸易合作不会影响其他贸易伙伴的
利益。

廖岷：当务之急是把第一阶段协议
签下来、落实好

廖岷说， 取消关税是中方在经贸磋
商中的核心关切， 双方就此问题达成了
一致。随着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美方
已经承诺将取消部分对华拟加征和已加
征的关税， 并且会加大对中国输美产品
关税豁免的力度， 推动加征关税的趋势
从上升转向下降。 中方希望美方能够切
实履行承诺， 中方也将相应考虑不实施
原计划在 12月 15日生效的拟对美方进
口产品加征关税措施。 这是双方在第一
阶段协议中就关税问题达成的共识。

廖岷介绍，关于协议的签署，目前双
方还需要完成各自的法律审核、 翻译核
对等一些必要程序，然后再商定时间、地

点和形式来签署这份协议。 当务之急是
把第一阶段协议签下来、落实好，发挥好
协议的三个作用： 一是促进双边经贸合
作； 二是增进中美两国和全球人民的福
祉；三是稳定全球市场的预期。有关后续
磋商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进行，都有
待双方工作层继续商量。

韩俊 ：会坚守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
绝对安全

针对中国增加自美进口农产品问
题，韩俊说，中美同为农业大国，两国
农业互补性非常强， 是天然的农业合
作伙伴。 在经贸摩擦之前的正常年份，
中国自美农产品进口一直稳定在很高
规模上。受加征关税影响，2018 年中国
自美农产品进口减少到 162.3 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 32.7%。今年 1 至 10 月份，
中国自美农产品进口达到 104 亿美
元，同比下降了 30.8%。 协议的达成和
实施， 将会解决两国在农产品和食品
贸易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消除
很多分歧， 也会为解决两国长期关切
奠定很好基础。

协议实施以后， 我国大幅度增加
自美国农产品进口， 这有利于填补我
国国内农产品供求缺口。 我国 85%左
右的大豆要靠进口， 一年大豆进口量
在 9000 万吨左右。 今后我国还会从美
国扩大进口一些当前国内市场急需的
农产品，比如猪肉、禽肉等，这些产品
的进口不会对我们的国内农业产生冲
击。 协议实施以后，我们会从美国进口
一部分小麦、玉米、大米，数量严格控
制在关税配额范围之内。 中国自国际
市场进口小麦、玉米和大米，主要还是
适度调节国内余缺。

总之， 我们会坚守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
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要守住国
家粮食安全的底线。

王受文：中方将稳步改革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 王受文说，中
美双方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深
入讨论，并在几个方面达成共识，包括
商业秘密保护、与药品相关的知识产权

问题、专利有效期延长、地理标志、打击
电子商务平台上存在的盗版和假冒、打
击盗版和假冒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打击
商标恶意注册，以及加强知识产权司法
执行和程序。

我想强调的是，双方相向而行所达
成的上述共识，符合中方关于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的改革方向， 有利于保护创
新，有利于国外知识产权更多地进入中
国， 符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实际上，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高度
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是我们改革的
需要，也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

下一步，中方将继续按照既定的步
伐和节奏， 稳步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与此同时， 落实双方在这方面达成的
共识。

郑泽光 ：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才是
中美两国的相处之道

郑泽光说，关于中美关系，我们的
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中方致力于同
美方一道努力， 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
互尊重、合作共赢。 同时，我们坚定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经过建交 40 年的发展， 中美利益
深度交融，需要合作应对的全球性挑战
越来越多，这也包括全球经济、金融的
稳定和发展。 另一方面，中美之间也存
在一些必须重视和妥善处理的深层次
问题。 对于美方的错误言行，中方已经
并将继续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作出必
要、坚决回应。

40 年中美关系给予人们最大的启
示是：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
唯一正确的选择；相互尊重、求同存异
才是中美两国的相处之道。 过去一年多
两国经贸磋商的历程也充分说明了这
个道理。

我们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按
照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相互尊
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在互惠互利的基
础上拓展各领域合作， 共同推进以协
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②8

（据新华社）

12 月 13 日 23 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新办副主
任郭卫民主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中央财经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农业农村部副
部长韩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介绍了中美经贸
磋商有关进展情况，并回答了中外媒体提问。

欢迎优质有竞争力的美国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
解读

联合国对这两个“极其重
要” 国家之间双边合作的任
何进展都表示欢迎。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
言人哈克

双方就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文本达成一致“令人鼓舞”。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
会会长克雷格·艾伦

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节点，
是双方对世界负责任的体现。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
究和信息系统机构顾问巴塔
查吉

这是双方朝着缓解贸易
摩擦、改善经贸关系迈出的关
键一步。 尤其重要的是，美方
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
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
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资深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

双方采取行动并取得进
展“值得赞赏”，这对消费者是
振奋人心的消息，也给美国企
业带来了更大的确定性。第一
阶段经贸协议如能全面落实，
将为美国企业对华出口和投
资创造更好的环境。

———美国全国商会常务副
会长兼国际事务总裁薄迈伦

这对中美两国、世界经济
以及国际贸易都是一个机遇。

———英国牛津大学技术与
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晓岚

中美都是德国的重要商
业伙伴，德国企业很高兴看到
紧张的经贸关系得到缓解，这
一结果未来有望体现在经贸
数字上，这对欧洲来说是好消
息，也许意味着欧美间经贸摩
擦也有望妥善解决。

———德国黑森州贸易与
投资局局长瓦尔德施密特

在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速
放缓背景下， 中美逐步解决
贸易争端有助于创造良好的
开放环境， 同时也会减少全
球贸易不确定性， 改善欧美
及全球贸易和经济。

———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
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毛旭新②8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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