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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工作组 每年举行两次副部级会议

中美重建沟通渠道释放哪些信号
8月28日上午，商务部部

长王文涛在京与来访的美国
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会谈。
商务部表示，双方宣布在中
美两国商务部之间建立新的
沟通渠道，成立工作组，由中
美副部长级和司局级的政府
官员组成，并有企业代表参
加，以寻求解决具体商业问
题的办法，工作组将每年举
行两次副部级会议。

此外，双方还启动了出
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美国
商务部在其官网上也发布了
相关信息，并称工作组第一
次会议将在2024年初在美国
举行，而出口管制信息交流
机制第一次会议于8月29日
在北京举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接受
采访时称，从美国前总统特朗
普在任时起，中美商务领域原
有的沟通渠道就逐渐堵塞。

屠新泉表示，尽管美国错
误的对华认知和中美关系困局
短期内无法改变，但经贸领域
事务双方仍有密切联系，两国
企业对维护好经贸关系仍有强
烈需求，某些具体问题的处理
在技术和法律层面仍有讨论空
间，建立新沟通渠道尤有必要。

目前，中美贸易规模虽然较

去年同期有所下滑，但体量仍然
庞大。据中方统计，今年前7个
月中美贸易总值2.64万亿元人民
币，占同期中国外贸总值的
11.2%。尽管美国一再推行“去
风险化”政策，包括特斯拉、英特
尔在内的众多美企高管仍频频
来华，将中国市场视为“必选
项”。

屠新泉认为，成立由政府
官员组成、企业代表参加的工
作组，是一种更务实、更具体的
方式，有助于更快捷高效反映
双方特别是企业诉求，推动具

体问题的解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
看来，中美商务部此次宣布建
立新的沟通渠道，是一次为两
国经贸往来创造良好政策环境
的努力。在当前形势下，任何
旨在加强中美之间建设性沟通
的尝试都值得肯定。

此外，中美双方还启动了
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作为
解释各自出口管制制度和改善
沟通的机制。双方将按照各自
法律，就出口管制信息进行

交流。
屠新泉认为，中美针对出

口管制一直有沟通渠道，但在
美国一再滥用对华经济出口管
制，变本加厉搞“脱钩断链”“小
院高墙”情况下，有必要建立明
确、具体、机制化的沟通渠道，
这是形势使然。

能进行理性、坦诚、建设性
的沟通，重建沟通渠道，是个良
好的开端。但沟通只是手段而
不是目的，今后中美两国尤其
是美方应拿出更多诚意和行
动，使沟通真正起到实效。

>>分析 建立新沟通渠道，中美双方有何考量？

8月28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京与来访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会谈。据商务部网站 9月5日起国内航线
燃油附加费上调

本报综合消息 机票燃油附加
费将迎来今年第二次大幅上调，接
近去年底水平。

据成都商报微信公众号消息，8
月30日，记者从多家OTA平台获悉，
其收到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青岛航
空等航司口头通知称，自2023年9月
5日（出票日期）起，成人旅客：800公
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60元
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
旅客收取110元燃油附加费。

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航油价格
波动风险，保障航司经营，航司在规
定范围内可自主确定国内航线旅客
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此前，航空
方面相关人员向记者表示，国内航
线的燃油附加费征收采取的是与航
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受油价波动
影响，各家航司都会相应调整。

此次调整为2023年以来燃油附
加费的第二次上涨，较上月涨了30/
50元，已接近去年年底的60/120元。
9月有出游需求的旅客，在5日前订
票可节省30/50元的机票燃油附
加费。

去年8月5日起，在国内航班机
票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上调多月后
迎来下调，调整至80元/140元。紧
接着去年9月5日起，燃油附加费去
年年内第二次下调，调整至60元/
120元。而今年1月5日起，燃油附加
费新年首次下调，调整至40元/80
元。4月5日起，调整至30元/60元。
6月5日起，调整至20元/30元。在持
续下调中，今年8月5日起，迎来首次
上涨，调整至30/60元。9月5日起，
将再次上调至60元/110元。

去年2月5日，航空公司恢复征
收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分为10元
和20元两档。此后至去年8月5日前
的每个月，燃油附加费持续上调。
其中，去年7月5日收取标准再度上
调后，燃油附加费涨至100元/200
元，为我国自2000年开始征收燃油
附加费以来的最高收取标准。

新一轮存款利率下调
即将落地
期限越长调整幅度越大

本报综合消息 新一轮存款利
率下调即将落地，有银行已在内部
发布了相关通知。

幅度方面，存款期限越长下调
幅度越大，且3年期、5年期下调幅度
或高于上一轮。上一轮3年期、5年
期存款挂牌利率均下降0.15个百分
点。目前主要商业银行1年期、2年
期、3年期、5年期存款挂牌利率分别
为 1.65%、2.05%、2.45%、2.50%，实
际存款利率可在此基础上加点。

8月28日，王文涛在京与来
访的雷蒙多深入交谈近4个半
小时，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共同
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理性、
坦诚、建设性的沟通。

王文涛表示，经贸关系是
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王文涛重
点就美国对华301关税、半导体
政策、双向投资限制、歧视性补
贴、制裁中国企业等表达严正
关切，并称泛化国家安全不利
于正常经贸往来，实施单边、保

护主义措施不符合市场规则和
公平竞争原则，只会损害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美方
多次表示不寻求与中方脱钩，
希望美方将表态落在实处。

王文涛部长和雷蒙多部长
认识到中美在经贸领域开展开
放和富有成效对话的重要性，
宣布在中美两国商务部之间建
立新的沟通渠道。双方成立了
一个工作组，由中美副部长级
和司局级的政府官员组成，并

有企业代表参加，以寻求解决
具体商业问题的办法。工作组
将每年举行两次副部级会议。
两位部长同意经常性沟通，每
年至少会见一次。此外，双方
还启动了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
制，作为解释各自出口管制制
度和改善沟通的机制。双方将
按照各自法律，就出口管制信
息进行交流。

此外，双方讨论并同意两
国专家将就强化行政许可过程

中的商业秘密和保密商务信息
保护问题进行技术磋商。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称，此次
双方讨论的美国对华301关税、
半导体政策等问题，都是中美
双方摩擦比较剧烈的领域，也
是在美国政治化炒作中非常厉
害的领域。而现在能够就事论
事，把已被政治化的中美经贸
问题变成一个个具体的商业问
题来处理，是一大进步。

>>会谈 成立工作组，两位部长每年至少会见一次

本次中国行是雷蒙多首次
访华，也是时隔七年美国商务
部长再度访华。雷蒙多是近期
第四位访华的美国政要。此
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财政
部部长耶伦和美国总统气候问
题特使克里等接连访华。

美媒称，雷蒙多此行肩负
两项看似矛盾的任务：一是增
强美国的对华商业关系，另一
个则是实施对华贸易限制
措施。

雷蒙多此次访问已酝酿数
月，在启程之前，雷蒙多会见中
国驻美大使谢峰，就中美商务
关系、美国企业面对的挑战以
及潜在的合作领域等相关议题
进行了会谈。

美国政治分析家和律师斯
蒂芬·戈卢布指出：此行除了经
济层面之外，还有政治层面的
因素，双方都可以从改善经济
关系和恢复更好的经济关系中
受益，（保持接触）这样两国之
间的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竞
争就不会演变成冲突。

商务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

委员、研究员白明对记者表示，
今年以来，美国官员多次访华，
这表明，双方之间有望搭建较
为通畅的沟通机制，包括这次
中美双方商务部部长宣布在中
美两国商务部之间建立新的沟
通渠道，双方成立工作组，以寻
求解决具体商业问题的办法。
至于如何解决问题，何时解决
问题，还要看双方沟通的实际
情况。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今
年以来，美国多位高官访华，这
是因为美国自己还要过日子，
在很多事情上不得不与中国协
商。在8月底杰克逊霍尔全球
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
尔表示，尽管过去一年里通胀
从高点下降，但依然过高，美联
储准备在适当的情况下进一步
提高利率。这其中的意思是，
美联储还不能轻言放松货币政
策，可能还要加息。

“鲍威尔还提到，目前高通
胀最初由非常强劲的需求与受
疫情限制的供应之间冲突而导

致，但他没有提到的重要一点
是，美国对华采取的一系列限
制措施，从供给侧上严重地干
扰了美国，给自己制造了不可
忽视的通货膨胀压力。”梅新
育称。

梅新育称，“从目前情况来
看，虽然不太能指望美国官员
访华会有多少根本性的转变，
但至少可以要求美国实质性地
改善中国的待遇。”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
对华经贸关系上，美国商务部
长一职扮演了关键角色。一方
面，雷蒙多领导的美国商务部
重视推动中美贸易。另一方
面，美国商务部也参与管理对
华出口管制以及在多个先进技
术领域的对华投资限制。《纽约
时报》则认为，负责促进美国企
业海外利益是雷蒙多的职责所
在，她可能会试图通过此次访
华扩大美中商务关系。

就在上周中美官宣雷蒙多
即将访华的前一天，美国商务
部出人意料地宣布将把33个实
体从未经验证的名单中删除，

其中包括27家中国企业和机
构，涉及锂电池、芯片、新能源
等多个领域。这一举动受到中
方欢迎。彭博社认为，这是华
盛顿向北京伸出的“橄榄枝”。

彭博社分析称，雷蒙多中
国之行或有助波音公司恢复向
中国交付737 Max客机，如协
议成功，将是自2019年接连发
生波音客机空难事故后，中国
首次重启合作机制。而中国广
阔的市场，也对特斯拉、苹果、
星巴克、微软及通用电气等美
国企业充满吸引力。

美国昆西研究所非常驻研
究员罗伯特·罗斯说道，对美国
企业来说中国是无可替代的，
（中国）市场是巨大的，劳动力
规模也很庞大。比如苹果公
司，他们计划将部分制造业从
中国转移到越南，但他们仍将
有75%的制造业留在中国。因
此，对美国商界和金融界来说，
与中国的关系是决定性的、是
至关重要的。

据《济南时报》《成都商报》
《南方都市报》

>>观察 雷蒙多访华传递出什么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