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国主导下， 刚刚结束的
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
议发表声明， 再次炒作所谓中国
新能源产业 “产能过剩” 问题。
在不久前对中国电动汽车等产品
加征关税之后， 美国迫不及待拉
拢盟友， 企图通过组建 “保护主
义同盟” 遏制中国。 美国因一己
之私 ， 谎称 “中国产能过剩 ”，
背离客观事实和经济规律， 与开
放共赢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即
使其盟友和国内企业也并不买
账。

当前， 全球绿色产能的需求
远大于产出， 新能源产业发展空
间广阔。 就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迫
切性而言， 绿色优质产能不是过
剩， 而是明显不足。 中国新能源
产业在开放竞争中练就了真本
领， 代表先进产能， 其发展机遇
来自中国瞄准未来方向， 顺应产
业变革趋势， 坚定不移走绿色低
碳发展道路， 其发展基础来自完
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强大的
产业配套能力和优质丰富的人力
资源等制造业 “家底”， 其持续

动力来自能够激发技术突破和商
业模式创新的充分市场竞争。 正
如泰国开泰银行高级副总裁蔡伟
才所说， 中国在新能源产品上布
局早、 投入大， 有成熟的产业链
和供应链， “中国新能源产品在
全球市场有非常大的竞争力， 不
仅供应中国国内市场， 也在全球
市场走俏， 这是市场充分竞争的
结果”。

美国大规模加税在先， 联合
盟友施压中国在后， 口头上喊着
“产能过剩”， 内心焦虑的实为中
国在新能源产业竞争中的明显优
势。 为了消解自身焦虑， 美国采
取一系列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原
则的手段遏制中国发展， 同时倒
打一耙污蔑中国 “扭曲了市场”。
说到底， 美国就是在打着 “产能
过剩 ” 的旗号打压别国先进产
业， 以 “公平竞争” 为借口搞保
护主义， 践踏市场经济原则和国
际经贸规则， 是赤裸裸的霸凌霸
道。

说到 “非市场政策”， 美国
才是产业补贴 “大户”。 近年来，

美方相继签署 《芯片与科学法
案》 《通胀削减法案》， 针对特
定领域制定歧视性的补贴政策 ，
将欧洲、 中国等世界贸易组织成
员产品排除在外 ， 扭曲公平竞
争， 扰乱全球产供链， 违反世贸
组织国民待遇、 最惠国待遇等规
则， 其破坏公平贸易环境的做法
遭到了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国际社
会批评。

尽管美国鼓吹要搞什么 “统
一战线”， 但欧洲国家心知肚明，
自有立场 。 对于美国的这些做
法， 欧洲表达了对全球贸易对抗
和分裂的担忧。 意大利经济和财
政部长贾恩卡洛·焦尔杰蒂在美
国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后发
出警告 ， 全球商业面临 “碎片
化” 风险。 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在
日前的讲话中强调了与中国开展
贸易的重要性。 他指出， 目前西
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有一半
是由西方国家制造商自己在中国
生产、 然后再出口到欧洲。 “不
应忘记， 欧洲制造商和一些美国
制造商在中国市场上很成功， 也

向中国销售了大量在西方国家生
产的汽车。” 参加本次七国集团
会议的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告诉
媒体记者， 欧盟成员国绝不能从
整体上弱化自由和公平的全球贸
易 ， 因为 “贸易战只有输家 ”，
欧盟成员国赢不了。 法国经济、
财政及工业、 数字主权部长勒梅
尔强调， 中国是 “我们的经济伙
伴”， “我们绝对要避免任何形
式的贸易战， 因为贸易战不符合
美国的利益 、 不符合中国的利
益、 不符合欧洲的利益， 也不符
合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利益”。

即便在美国内部， 也是质疑
声一片。 美国前财政部长顾问史
蒂文·拉特纳日前发表评论文章
说， 美国政府当下在国际贸易中
顽固地使用加征关税等保护主义
措施只会推高国内物价、 限制消
费者选择， 危及美国和全球经济
增长， 美国应该回归有着200多
年历史的比较优势理论。 美国特
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明确
反对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
税， 并指出 “限制交易自由或扭

曲市场的做法不可取 ” 。 美国
《外交政策》 杂志网站刊文指出，
美国应停止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扮
演受害者角色。 美国的电池和电
动车产业在成本、 质量和创新方
面都远远落后于中国， 美国应承
认现实并改变策略 。 《纽约时
报 》 专栏作家戴维·华莱士-韦
尔斯撰写评论文章指出， 哪怕在
十几年前， 这种大范围的贸易保
护措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电动
汽车保护主义看起来不像是为美
国汽车制造商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而设计的市场调整， 它更像是一
堵大墙， 目的是让中国的电动汽
车出口完全无法进入美国。

历史反复证明， 保护主义保
护的是落后， 失去的是未来。 美
国急于构建的 “保护主义同盟 ”
保护不了自己， 只会破坏全球经
济的健康发展。 美国在贸易问题
上的短视和双重标准， 不仅不能
解决自身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反而会拖拽着全球经济进一步滑
向碎片化与割裂化的深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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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兜售“中国产能过剩论” 盟友并不买账

巴以屡谈屡崩停火难， 这次呢？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教育
部日前印发通知， 部署各地教育
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联合网信、
公安等多个部门和多家互联网平
台， 深入开展 “2024高考护航行
动”。

通知要求， 要全力做好考生
综合服务保障、 考试招生宣传引
导、 志愿填报咨询、 优化考试环
境等各项工作， 着力解决考生和
家长 “急难愁盼” 问题。 2024年
高考期间， 各地教育部门和招生
考试机构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
强化服务举措， 为考生提供考试
期间出行、 食宿、 医疗卫生、 噪
音治理等多方面服务保障， 为残
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参加考试提
供合理便利， 充分体现对考生的

关心关怀。 持续开展 “清理涉考
虚假公众账号” “点亮涉考官方
机构网络标识” “净化考点周边
环境” 等多个专项行动， 积极营
造良好考试环境。

根据教育部要求， 考后各地
将积极开展志愿填报服务， 在组
织实施 “六个一” 志愿填报咨询
服务活动基础上 ， 结合本地实
际 ， 建 立 并 完 善 志 愿 填 报 参
考 信 息服务系统 ， 通过 “短视
频 ” “直播 ” 等贴近学生的方
式， 围绕考生和家长关心的专业
特点、 人才培养、 行业发展、 就
业前景等情况进行深入解读， 大
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
动， 不断强化服务覆盖面和吸引
力。

教育部部署开展
“2024高考护航行动”

谈判前 空袭忙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
27日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军队26
日晚轰炸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
一处难民营 ， 造成 45人死亡 、
249人受伤。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
报道， 该难民营内有大量无家可
归者， 轰炸引起大面积火灾。 巴
勒斯坦红新月会发表声明说， 大
量人员被困火灾现场， 救援人员
难以抵达。

以色列国防军26日晚发表声
明确认其对拉法发动了袭击， 称
以军袭击目标是一处属于哈马斯
的 “大院”。 声明说， 以军注意
到袭击和引发的火灾 “伤害” 到
一些平民的报道， 这一事件正在
调查中。

以色列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
记者， 以方将就埃及和卡塔尔的
新提议与哈马斯重启谈判。 自去
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
来， 以色列与哈马斯已进行多轮
谈判， 但自去年11月达成短暂停
火并换取部分被扣押人员获释之
后再无新进展。 本月初， 以色列
和哈马斯最新一轮停火谈判破
裂 ， 双方在多个核心议题上僵
持。 以色列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
对执意推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
动， 造成当地人道主义状况持续

恶化。
新一轮谈判在即， 双方却并

未削减进攻火力。 就在26日， 以
色列中部多个城市遭到来自加沙
地带的火箭弹袭击， 哈马斯下属
武装派别卡桑旅宣布对袭击负
责。 按美联社说法， 这似乎是今
年以来以色列首次遭到来自加沙
地带的火箭弹袭击。

以色列区域外交政策研究所
所长尼姆罗德·戈伦对新华社记
者说， 哈马斯此举意在证明自身
军事实力以实现威慑效果。

“信息战” “心理战”？

哈马斯先前多次重申， 放人
的前提是以军永久停战、 撤出加
沙、 允许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的巴
勒斯坦人返回家园。 而以色列只
同意短期停火。 以国防部长加兰
特26日对以军士兵说， 以军在加
沙地带的作战目标是摧毁哈马
斯、 令被扣押人员获释、 维护以
军 “作战自由”。 以色列极右翼
代表人物、 国家安全部长本-格
维尔在社交媒体呼吁军方应对拉
法开展 “全面进攻”。 以巴双方
立场差距较大。

以色列媒体26日援引一名以
高级官员的话报道， 随着旨在让
加沙地带停火的 “外交努力的恢
复”，以战时内阁当晚开会讨论争
取以方被扣押人员获释的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 以色列政府
内部存在分歧。 以色列第12频道
电视台援引谈判小组一名军方代
表的话说， 小组难以与总理内塔
尼亚胡达成共识。 依照以色列政
府办公室26日晚间发布的声明，
尽管内塔尼亚胡一再向谈判小组
提供了释放被扣押人员的 “广泛
授权”， 但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
仍然要求以方结束作战并从加沙
地带撤军， 内塔尼亚胡对此表示
强烈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 以色列和哈
马斯边打边谈，停火前景难测。不
少以色列专家和民众对新华社记
者说，以政府擅长开展“信息战”

和“心理战”，宣布“马上要打”往
往“暂缓出击”，“计划待定”事实
证明却“已经动手”。

以色列内外承压

国际社会近日经由司法行动
和外交努力施压以色列， 敦促其
彻底改变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走向。 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26日表
示， 应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
“种族灭绝” 行为的相关指控展
开调查。 联合国国际法院24日在
荷兰海牙发布 “临时措施”， 要
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拉法的军事
行动。 爱尔兰、 挪威、 西班牙三
国22日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 致
以色列陷入进一步孤立。

在以色列国内， 内塔尼亚胡
政府面对的压力也日益增加。 舆
论猛烈批评以色列政府没有为推
进被扣押人员获释做出足够努
力， 而是把精力重点放在军事进
攻上， 让以色列国际形象受损。
越来越多民众对政府表达强烈不
满， 记者在多个城市看到， 群众
自发走上街头堵塞重要路口或高
速公路 ， 大声疾呼 、 焚烧物品
等， 反政府游行示威的密度、 强
度明显增强。

中东局势分析人士埃里克·
特洛泽茨说， 国际法院的决定对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
施加了具体限制。 在当前国内外
压力不断加剧的情况下， 以色列
政府若以强力手段攻打拉法， 一
方面将继续冒天下之大不韪， 另
一方面或因承受被扣押人员遭
“撕票” 风险而在国内丧失民心。

据以色列 《新消息报》 26日
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削减了在拉
法的兵力。 但相关分析认为， 削
减兵力并不意味着以军停止在拉
法作战 ， 攻打拉法的时间 、 手
段、 强度是以方紧握手中的 “一
张牌”， 成为以方为自身争取作
战资源、 向巴方施压、 推进以方
被扣押人员获释的筹码。

据新华社

初夏时节，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梯田景区内2000多亩梯田生
机盎然。 图为当地龙脊梯田景色。

新华社发

以色列消息人士日前告
诉新华社记者， 以方将于本
周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 （哈马斯） 重启谈判。 但
以方攻势并未因谈判在即而
有所减弱， 以军26日空袭加
沙地带一处难民营， 造成至
少40人死亡。

巴以双方关于加沙停火
已开展多轮谈判， 始终没有
太大进展， 而且双方立场差
距很大， 矛盾难以调和。 一
边谈判在即 ， 一边火力未
减， 这次双方能解决那些老
问题吗？

初夏龙脊景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