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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至3月2日，联合国环境
大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以线上和线
下的方式同时举行，来自近 200 个会
员国的超 2000名代表参会。此次会议
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治理全球塑料污
染问题，讨论制定首个应对塑料危机
的全球协定。法新社报道称，这是自
2015 年 《巴黎协定》 签署后“极负厚
望”的环境协定。

载入史册的重要时刻

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一阶段
会议于 2021 年 2 月召开，此次续会为
第二阶段会议，总主题是“加强自然
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重点关
注塑料污染、绿色回收和化学废弃物
管理等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
主任英厄·安诺生强调：“这是一个载
入史册的重要时刻。”

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德
元对本报介绍：“为有效应对全球共同
面临的塑料污染问题，此次大会通过
了‘结束塑料污染：达成一项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国际协定’的决议，旨在就塑
料污染，包括海洋环境中的塑料污染治
理，启动建立政府间谈判工作机制，力

争到 2024年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国际协定，通过全生命周期的方法治
理塑料污染问题。”

塑料污染成焦点问题

联合国环境大会主席、挪威环境
大臣埃斯彭·巴特·艾德致辞时表示，
世界面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
以及污染和废弃物三大环境危机的威
胁。全球正从疫情中逐步恢复，但面
对环境问题，我们这一代任重道远。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21年发布的
报告显示，1950年至2017年期间，全球
累计生产约 92 亿吨塑料，其中塑料回
收利用率不足10%，约有70亿吨成为塑
料垃圾。预计到2040年，全球每年将有
约7.1亿吨塑料垃圾被遗弃到自然环境
中。美国《科学进展》杂志警告，2050年，
地球上将有超过130亿吨塑料垃圾，蓝
色地球可能变成“塑料星球”。

“当前，塑料污染已成为仅次于气
候变化的全球性环境污染焦点问题，
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挑战。海
洋和其他环境中的塑料污染具有跨区
域转移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
能独善其身，需要各国秉承‘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广泛采取积极行

动，共同应对。”张德元说。

塑料危机需共同应对

张德元认为，尽管塑料污染治理
已成全球共识，但也存在国家间发展
不平衡特征。特别是在塑料污染治理
基础设施建设、塑料污染治理理念
上，各国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中国家
亟待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塑料污染治
理。”张德元介绍，近年来，中国按照循
环经济理念开展塑料全生命周期治理，
建立起由市场自发形成的覆盖广泛的
废塑料循环利用体系，回收的废塑料超
过全球同期回收总量的45%，并依托完
善的塑料工业体系，形成覆盖高中低端
完善的再生塑料利用体系，材料化利用
率达 30%左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
国不仅实现了塑料废弃物的本国回收
利用，还在1992-2018年间累计处置利
用了1.06亿吨其他国家的废塑料，将其
转化为再生塑料原料，为全球塑料污染
治理作出巨大贡献。

“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
将以此次大会召开为契机，进一步加大
塑料污染治理力度，力争为全球塑料污
染治理贡献更大中国智慧。”张德元说。

近期，美国政商界人士多
次 敦 促 政 府 调 整 对 华 经 贸 政
策。继两批国会议员致信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呼吁扩大对
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豁免
范围后，《纽约时报》日前刊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
鲁格曼的文章，更是一针见血
地表明，“美国此前对中国采取
的 贸 易 政 策 是 一 次 彻 底 的 失
败，不仅没有解决美国的贸易
赤字问题，而且关税对美国造
成的伤害更大”。

2018 年，美国时任政府打
着 “ 让 美 国 再 次 伟 大 ” 的 旗
号，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
对 中 国 输 美 商 品 征 收 高 额 关
税 ， 其 中 部 分 商 品 关 税 高 达
25%。美国本届政府上台后，在
对华经贸政策上沿袭旧例。这
几年，越来越多美国人切身感
受到，政府对华挥舞关税制裁
大棒，却砸疼了自己。

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的逻
辑是：对华征收高额关税，缩
减美国贸易逆差，进而推动美
国制造业振兴，制造更多就业
机会。但事与愿违，贸易战没
能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让
美国损失更多。一方面，在中
美经贸联系密切，产业链、供
应链、服务链深度交融的背景
下，高额关税大幅增加了美国
企业的进口及生产成本，其中
相当一部分被转嫁到美国民众
身上。另一方面，美国企业的
竞争优势因高关税受损，将导
致美国制造业加速逃离，造成
就业岗位的流失。

据穆迪分析公司测算，美
国对华加征的关税超 90%都由
美国企业和家庭承担。高额的
关 税 也 给 美 国 的 通 胀 火 上 浇
油。去年 12 月，美国物价创近
40 年来最大涨幅。美中关系全
国 委 员 会 主 席 欧 伦 斯 此 前 表
示，美国已因关税失去 30 万个
就业岗位，一个四口之家一年
要为此多花 2300 美元。美国税
务基金会发表分析文章认为，额外关税为美国制造
业增加了高达800亿美元的成本，对美国经济造成巨
大负面影响。

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这一连串数据，无疑讲述了
一个他们不愿意面对的事实：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枪口
前，站着无辜的美国民众、美国企业及亟待振兴的美
国经济。正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
所指出的：“美中贸易争端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

面对美国各界要求调整对华经贸政策的疾呼，
部分美国政客仍固执己见。在他们看来，对华经贸
政策不仅是经济议题，更是政治议题。面对国内治
理之失，这些美国政客把对华经贸问题作为推卸责
任、转移压力的工具，借此捞取政治私利，却不惜
牺牲美国民众福祉和企业利益。如此做法，谈何

“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 《国会山》 日报网站近日
刊文称，上届政府的对华关税措施持续越久，美国
所受伤害就越大。本届政府不愿取消对华关税，“凸
显其混乱的决策和政治误判”。

2021年，中美贸易额超过 7556亿美元，同比增
长28.7%。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经济复苏发展
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中美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人
心所向。若一意孤行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
主义的老路，只会让美国自己更受伤。

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呼声渐高

近来，在美国国内，要求取消对华
加征关税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 《国会
山》日报网站近日发表题为《特朗普对华
关税措施持续越久，美国所受伤害就越
大》的文章指出，结束与中国之间贸易战
的理由不断增多。通胀是最新例证：美国
企业和消费者而非中国出口商正在承受
特朗普时代关税措施的代价。这种代价表
现为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和产品价格上涨。

有来自美国政坛的声音。1月底，美
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共和两党 140 余名
议员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致联名信，
呼吁扩大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豁
免范围，以帮助美国企业从新冠肺炎疫
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等风险中复苏。美
国国会众议员在联名信中说，依据“301
条款”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对美
国制造业、农业、渔业、零售业、能
源、技术和服务业企业造成了广泛影
响，对消化关税成本能力较弱的中小企
业打击尤为严重。同时，“301 条款”提
高了一系列中国输美消费品价格，损害
了美国家庭和消费者利益。

有来自美国商界的声音。2月底，美
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表
示，美中双方应尽快解决关税问题，这
对双方都有好处。他说，美中贸易争端
对美国的就业产生了巨大影响。疫情发
生前，美国大约有 20多万个就业岗位因
加征高额关税而流失。美国企业相对于
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因高关税而
受损。如果关税税率下降，至少可以给
美国带来 14 万多个就业岗位。早在去
年，代表 160 多家行业协会的美国人支
持自由贸易组织就几次发表声明，呼吁
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将关税豁免程序广泛应用于所有中

国输美商品，并对已过期的关税豁免提
供追溯效力。2021年8月5日，美国大约
30 个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呼吁拜登政府
开启削减对中国商品整体关税程序，为
部分企业给予加征关税豁免。

也有来自美国媒体的声音。例如，美
国《巴伦周刊》近期报道，拜登政府应该摒
弃特朗普破坏性的关税政策，制定明确的
议程来修复对华贸易关系，必须结束对从
中国进口的商品征税，重新签约。

对华贸易政策“一败涂地”

“中国出口贸易的最大特点是能够为
进口国的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
即消费者剩余和经济福利。美国自己也
承认，对华加征关税后，超过 90%的代
价由美国民众和企业承担。因此，美国
内部出现了很多要求取消对华加征关税
的声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
究员张燕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要求
取消对华加征关税的强烈呼声背后是受
伤的美国经济和美国老百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拜
登上任第一年保留了前任特朗普对中国
商品征收 3500亿美元的关税政策。这些
关税由美国进口商支付，有的已经执行
了近 4 年时间。美国商界苦于应对通胀
和供应链中断等问题，敦促政府取消这
些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
2018 年以来，美国进口商为负担这部分
关税成本已支付了近1230亿美元。

美国 《巴伦周刊》 近期报道指出，
特朗普政府在 2018年对中国发动的贸易
战其实徒劳无益，适得其反。例如：为
了抵消征收关税带来的损失，美国公司
不得不提高国内商品价格，实际上受到
伤害的是美国消费者。

据 《纽约时报》 报道，穆迪分析公
司调查显示，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超

90%都由美国企业和家庭承担。更重要的
是，限制自华进口还带来更多负面效应，
让美国失去大量就业岗位并导致通胀飙
升。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
数双双大幅攀升，前者更是在1月份创下
1982年以来最大增幅。美中贸易全国委员
会去年的一份报告分析，若华盛顿继续努
力脱离中国市场，美国将可能面临未来 5
年内实际GDP损失1.6万亿美元，并导致
2025年可能减少32万个工作岗位……

对华加征关税，美国付出了巨大代
价。然而，美国期待的结果却并未出
现。“去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再
创新高，以人民币计算，总值为 39.1 万
亿元，比 2020 年增长 21.4%；以美元计
算，总值达到 6.05 万亿美元，较 2020 年
增长30.0%。其中，中国对美贸易增长很
快，顺差非常大。这似乎形成了一种悖
论：美国对中国越打压，中国对美国的
贸易顺差就越大，美国就越离不开中
国商品和服务。”张燕生说。

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
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达到 3553 亿美
元，仅低于2018年的4182亿美元。一些
媒体报道和分析文章称，美国对华贸易
政策“一败涂地”。

“价值观外交”祸害不浅

随着通胀上升和供应链持续中断，
美国商界要求拜登政府取消关税的压力
不断增大。据日本 《产经新闻》 报道，
执政一年来，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
遭到诸多批评。美国产业界和专家批评
其对华贸易政策“缺乏战略性”。美国之
音电台网站报道指出，在美国经济出现
几十年来最高通胀率的时候，如果提高
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将加剧通胀且不
利于经济复苏。彭博新闻社报道称，拜
登政府的一些官员私下承认，特朗普政

府时期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对美国
企业和家庭造成的伤害比对中国出口商
造成的伤害更大，而且关税在很大程度
上已经失去了杠杆作用。

然而，面对批评，拜登政府选择了
“甩锅”。今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
贸协议生效满两年。据路透社报道，美国
总统拜登表示，鉴于“中国没有达到该协
议定下的目标”，就取消美国对中国商品
的关税做出承诺还为时过早。美国贸易代
表戴琪称，她的团队“正与中国进行积极
交涉和磋商”，如果磋商失败，拜登政府将
考虑发起一系列惩罚选项，包括重启对华
贸易调查、可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未能达到预
期目的，拜登政府就开始‘找茬’，拿中美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说事儿。虽然美国部分
国会议员和工商界强烈要求取消对华加
征关税，但是美国政客和极端反华分子仍
然认为，美国应该通过谈判置换出更多好
处。归根结底，拜登政府的这种选择源于
其所谓‘价值观外交’。在这种‘价值观外
交’的指导下，中国新疆的棉花也好、番茄
也好、光伏也好，都带有了‘价值观’色
彩。”张燕生说，“所以，哪怕美国政府明知
自己在贸易战中吃了亏，也不愿让步。简
言之，‘价值观外交’‘价值观贸易’‘价值
观供应链’等目前仍然占据上风。”

美国之音电台网站报道引用分析人
士的观点指出，2022 年的中美贸易格局
很有可能维持现状。不过，美国工商界
的努力还在继续。美国商会执行副总裁
兼国际事务负责人迈伦·布赖恩特表示：

“关税增加了美国制造商、企业和家庭的
通胀压力，我们希望政府能够以更加坚
定的关税排除程序做出回应，我们将通
过行政行动继续为此施压。”

上图：近几个月，美国食品、住
房、能源、汽车价格出现不同幅度涨
幅。图为 1 月 12 日，消费者在美国格伦
代尔的一家超市购物。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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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创新高 取消呼声高

对华加征关税越持久，美国越受伤
本报记者 张 红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 1 月份消费者
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7.5%，创下
1982年2月以来40年新高。即便是剔除
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 1
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6%，为自 1982年 8
月以来同比最大涨幅。美国分析人士认
为，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缺乏战
略性”，对华加征关税对美国经济造成巨
大负面影响。通胀创新高是结束与中国
之间贸易争端的最新理由。

环 球 热 点

联合国环境大会重点讨论全球塑料污染问题——

首个全球“限塑令”要来了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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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6日至 3月 6日，第 58届法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在巴黎举行。
图为人们在博览会上参观。 新华社/法新

法国国际农业博览会举行法国国际农业博览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