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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西方舆论场有关中国“产能

过剩”的论调甚嚣尘上，一些政客和媒

体宣称中国政府补贴造成电动汽车等

新能源领域产能过剩，中方为消化这些

过剩产能，以所谓低价在海外倾销导致

市场扭曲，损害他国经济。

记者调查发现，中国新能源产业通

过不断加大创新投入在激烈市场竞争

中形成优势，其产能与需求端的巨大潜

力相比远未“过剩”。西方资本利益集

团鼓吹“中国产能过剩论”旨在为其升

级绿色保护主义措施造势，是遏制中国

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又一话术。全

球化时代，西方资本利益集团应秉持市

场经济原则和价值规律看待产能问题，

与中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让世界各

国受益于发展优质产能。

中国产能过剩与否，更要
看长远需求

产能过剩通常指行业生产能力相

对于市场有效需求过高，主要存在于工

业特别是制造业。产能过剩是市场机

制 发 挥 作 用 的 表 现 ，供 需 平 衡 是 相 对

的，不平衡往往是常态，在任何实行市

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都可能发生产能

过剩，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煤炭、钢铁、页

岩气等领域多次出现这一问题。

针对西方关切的新兴产业，相关数

据分析并不支持存在中国“产能过剩”

的说法。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该行业需

求 增 长 较 快 ，反 映 市 场 前 景 的 渗 透 率

（新能源汽车占汽车总销量的比重）不

断攀升，发展潜力可观。国家信息中心

日 前 预 测 ，中 国 新 能 源 车 渗 透 率 将 从

2023年的 35.2%提升到 2033年的 60%。

结合全球分工和国际市场情况分

析，国际能源署测算，2030 年全球新能

源汽车需求量将达 4500 万辆，是 2022 年

的 4.5倍；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到

820 吉瓦，是 2022 年的约 4 倍。当前产

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众多发展中

国 家 对 新 能 源 产 品 的 潜 在 需 求 巨 大 。

可以说，从需求端的巨大潜力来看，中

国新能源领域产能远未“过剩”。

华安证券汽车行业首席分析师姜

肖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国三、四线城市和乡村市场的增量空间

仍然很大，将在较长周期内为新能源汽

车供给提供足够需求支撑。

中国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在海外售

价普遍高于国内售价的情况下，依然在

西方多国市场热销，可见中国相关产能

竞争优势是由全球市场需求和中国企

业效率等因素共同决定的，是市场规律

发挥作用的结果。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每次

产业和消费升级，过剩的往往是不能与

时俱进、拥抱新技术和满足消费者需求

的产品。比如，数码相机普及造成胶卷

产能过剩。

某些西方媒体将“产能过剩”定义

为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这是极其

狭隘的，违背了经济常识和客观事实。

当国内需求被满足后，剩余产品自然会

转向出口市场。如果各国生产仅满足

国内需求，就不会有跨境贸易。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

锋表示，在全球化环境下，企业统筹考

虑国内国际市场设计配置产能是合理

选择，通过公平竞争获得国际市场相对

份额是中国企业在开放环境下的天然

权利。

先进产能备受青睐，“匹
夫无罪，怀璧其罪”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整

体 低 迷 及 外 需 持 续 疲 弱 的 大 背 景 下 ，

2023 年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

品等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靠的是持续

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

市场竞争。中国输出的是合乎海外客

户之需的先进产能，中国制造非但不过

剩，还是紧俏货。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兰

建平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新三样”是中

国产业政策顺应“应对气候变化”全球

共识在制造业领域取得重要突破的结

果，达到了降低成本、促进绿色发展的

政策目标。相关产业技术突破也是在

中国努力应对西方转嫁经济危机或对

华制裁的过程中取得的，体现了中国市

场规模大、韧性强等优势。

然而，这种符合各国市场需求、体

现产业发展潮流的竞争力优势，在部分

西方媒体和政客眼中却成为了“匹夫无

罪，怀璧其罪”。

去年 10 月，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

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一个重要理由是

中国政府为本国电动汽车产业提供大

量补贴，最终导致市场扭曲。但国内外

受访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对中国电动汽

车产业竞争力来源的错误认识。姜肖

伟对记者说，产业布局早、产业集群效

应大、人力资本低、管理效率高、研发投

入增多以及消费者对电动汽车青睐等

因素才是中国电动汽车产业迅速发展

的真正原因。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说，与西方

公司相比，中国电动汽车企业能够以有

竞争力的价格提供先进技术，并通过其

供应链降低物流、劳动力、原材料和运

输成本。投资银行瑞银集团报告显示，

比亚迪旗舰电动轿车“海豹”有 75%的零

部件为自产。小米集团日前发布首款

小米新能源汽车 SU7，引发国际关注。

从宣布进军电动汽车领域到新车正式

发布，小米仅用了 3 年时间，再次凸显中

国电动汽车产供链的整体优势。

彭 博 社 分 析 显 示 ，在 电 动 汽 车 领

域，中国绝大多数排名靠前的汽车出口

商的产能利用率均处于国际公认的正

常水平，美欧面临的问题是企业效率不

如中国企业，而不是中国“产能过剩”。

法国企业家阿诺·贝特朗一针见血

地指出，真正的问题不是产能问题，而

是竞争力。显而易见，中国企业竞争力

势不可当。

事实上，如今在电动汽车领域，反

而是美国、英国、法国在推行较强力度

的补贴政策。美国政府通过《通胀削减

法》为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清洁能源产

业 提 供 约 3690 亿 美 元 税 收 激 励 和 补

贴。欧洲多个国家也从公司税收到个

人购置等方面普遍对电动汽车产业实

施补贴措施。

西方渲染“中国威胁”，各
怀保护主义算盘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访问了美

国佐治亚州一家受益于《通胀削减法》

的光伏电池工厂。她声称，中国新能源

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造成全球价

格和生产模式扭曲，损害了美国企业和

工人利益。

此 言 一 出 ，立 刻 遭 到 美 国 网 民 群

嘲：“当美国有竞争优势，就谈自由市

场；如果没有，就搞保护主义。这就是

美国的规则。”

“照我说的做，别管我怎么做。”美

国智库凯托学会贸易专家斯科特·林西

科姆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是典型的

“双标”行径。

西方明显“双标”背后的动机不难

理解。中国从最初的代工贸易拓展到

高附加值环节，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不

断向上游迈进，在全球市场形成一定竞

争优势，这刺激到美西方的敏感神经。

西方垄断资本利益集团担心中国新能

源产业发展使自身丧失机会，于是抹黑

打压中国，以不正当手段维护其在全球

产供链中的既得利益。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美国政客希望

通过在对华政策上展示强硬姿态以博

取选票，因而不断炒作“中国产能过剩

论”，为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铺路。

美国一方面要求确保美国工人和企业

受到“公平对待”，另一方面却对他国企

业 施 加 不 公 平 待 遇 ，试 图 通 过 高 额 关

税、原产地规定等措施将中国新能源企

业挡在美国市场外，还鼓吹所谓“数据

安全威胁”，要以“国家安全”为由审查

中国企业。

2023 年 2 月，福特公司宣布将与宁

德时代在美合作建设动力电池工厂，引

发美国国会议员反弹，他们阻挠的理由

是这一合作可能帮助中国扩大对美国

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控制，危及美国“国

家安全”。目前，该合作项目一波三折，

能否顺利落地尚待观察。

《华尔街日报》文章认为，将中国企

业排除在西方电动汽车补贴范围之外，

会大大拖慢西方向电动汽车的转型进

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认为，一旦

把这个领域视为又一个“零和竞争”的

战场，那将扰乱全球供应链，破坏全球

气候议程。

欧 盟 的 保 护 主 义 行 动 也 紧 锣 密

鼓。欧委会在没有任何业界申请的前

提下，启动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

调查。调查尚在进行中，欧委会就已经

对在欧洲销售的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备

案，作为日后处罚回溯的依据。欧委会

日前又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在光伏领域

开启反补贴调查，其中涉及中国企业。

《南华早报》刊文说，如果欧美践行

自 己 宣 扬 的“ 维 护 基 于 规 则 的 国 际 秩

序”，就应当通过世贸组织解决与中国

的贸易问题，而不是自己当法官。欧美

的做法损害了世贸组织的权威和信誉，

也让人质疑其指控的可靠性。

全球范围优质产能，不是
过剩而是严重不足

中国产品丰富了全球供给，促进全

球绿色低碳转型，缓解全球通胀压力，

提升了各国消费者的生活福祉。中国

出海的产能主要是先进产能，有利于世

界经济和产业活力的提升。全球范围

来看，优质产能不是过剩，反而是严重

不足。西方应遵守经济规律和市场规

则，与中国合作共赢，让世界各国、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优质产能中受益。

中国的绿色产能正有力帮助发展

中国家实现减碳目标、加快绿色转型。

在距离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约 120 公里的

迈门辛地区，坐落着该国第二大光伏电

站。约 17 万块来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

板，将太阳能转化成电照亮千家万户。

电站投入运营 3年多来，累计发电约 3亿

千瓦时，每年帮助孟加拉国减少碳排放

超过 5万吨。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首

席执行官迈克·霍斯表示，更多中国电

动汽车品牌进入英国，不仅降低了电动

汽车价格，还促进了行业创新，让消费

者和汽车行业都受益。

在匈牙利，比亚迪、蔚来等中国电

动汽车品牌的认知度不断提升。中国

车企在当地扩大销售网络，建设生产基

地，助力匈牙利汽车业转型升级。匈牙

利投资促进局负责人约·伊什特万说，

汽车制造业及相关供应链在匈牙利经

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产业因中

国投资而得到显著增强。

在西方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出海感

到不安之际，中国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

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让各国企业充分享

受中国大市场红利。2023 年，中国稳居

特斯拉全球第二大市场，特斯拉在华销

量超过 60 万辆，较上年增长 37.3%，全年

收入 217.5亿美元。围绕相关话题，美国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谢海拉扎德·拉

赫曼说：“美国和中国是一种共生的贸

易关系，最终还是彼此需要。”

在新能源技术进步推动全球供应

链深度调整背景下，西方需客观辩证看

待产能问题，多探讨对华产能合作，少

给人乱扣帽子，以便作出符合各方利益

的理性政策选择。

（据新华社北京/伦敦电 参与记者

魏一骏 陈浩 周玥 张帆 赵修知 赵小娜）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起底“中国产能过剩论”荒谬逻辑

新华社记者 俞懋峰 曹筱凡 吴慧珺

美国总统拜登在日前举行的美日菲三边会

议上称，在南海对菲律宾飞机、船只或武装部队

的任何攻击都会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

口中的这个“共同防御”，听起来像是在保护盟

友，但是美国及其盟友是真有什么正当权益受到

侵害吗？答案是没有。不论是北约这样的军事

集团，还是美日、美韩、美菲等那样的双边军事同

盟，虽都打着“共同防御”或“集体防御”的旗号，

干的却是侵害他国合法利益的勾当。

最典型的，就是声称自己是“区域性、防御

性”组织的北约。冷战时为对抗苏联，美国以“共

同防御”名义拉拢部分欧洲国家成立北约。冷战

结束后，北约非但没有寿终正寝，反而是四处挑

起冲突、动用武力，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利比

亚、叙利亚……许多国家都是北约军事行动的受

害者。据不完全统计，2001 年以来，北约国家发

动和参与的战争导致数十万人丧生，数千万民众

流离失所。眼下，欧洲大陆重燃战火也是美国主

导北约不断东扩之祸。多年来，北约一再东扩，

挤压俄罗斯地缘空间，破坏亚欧地区的安全态

势，致使乌克兰危机持续升级。

所 谓“ 共 同 防 御 ”是 美 国 拼 凑 军 事 同 盟 网

络 的 最 大“ 卖 点 ”，但 从 实 际 效 果 看 ，美 国 所 兜

售 的“ 安 全 保 障 ”并 没 有 给 其 盟 友 带 来 安 全 。

乌 克 兰 危 机 升 级 、朝 鲜 半 岛 紧 张 加 剧 、南 海 局

势 升 温 …… 事 实 一 再 证 明 ，美 国 的 煽 风 点 火 、

挑 动 对 抗 只 会 点 燃 和 激 化 地 区 紧 张 局 势 或 引

发冲突。

美国关心的不是盟友安全利益，而是通过

贩卖“安全焦虑”让盟友对其产生更深的“安全

依赖”。

由此看来，所谓的“共同防御”，实际上是鼓

动“小弟”冲在前面闹事，“大哥”坐镇后方威慑，

本质上是黑社会的“结伙打劫”。

在美国的“盟友体系”中，不对称的实力决定

了所谓“共同防御”只能取决于美国的偏好。根据所谓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

韩共同防御条约、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等同盟条约的免责条款，美国在特定情况

下可以放弃履行条约义务，以确保美国掌握更多主动权。

2017 年 5 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讲话时就没有依例重申对《北

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即集体防御条款的承诺。路透社专栏作家彼得·阿普斯在

其关于北约的著作《阻止大决战》中写道，欧洲始终对美国的承诺感到担忧，并

且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感到不满。

为了换取美国的所谓防务承诺，美国盟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要允许

美国在本国部署兵力、建设军事基地，还要承担巨额费用。与美国军事结盟，总

是伴随着庞大的军售和技术转让，让美国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正如英国

政治评论人士伊恩·马丁所形容的那样，无法自主、不敢自主的“盟友”只能永远

“生活在一个帝国的阴影之下”。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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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 4月 15日电 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戴兵 15

日在联大“债务可持续性和人人享有

经济社会平等”高级别主题辩论会上

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戴兵说，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等挑战交织

叠加，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资金短缺、

债务风险上升等困难和挑战，严重阻

碍其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

际社会应支持联合国发挥中心作用，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全面动员各渠

道发展资源，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

支持。发达国家应承担发展筹资首要

责任，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多边

开发银行应发挥更大作用，丰富和创

新投融资工具，增强发展中国家长期

融资能力。发展中国家应深化南南合

作，努力实现联合自强。

戴兵指出，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

家债务压力上升，既有经济、债务结

构等内部原因，也受到新冠疫情、国

际市场动荡、全球贸易投资低迷等外

部冲击影响，某些发达国家激进的货

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重债发展中国

家的偿债负担和债务脆弱性。债务

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国际社

会应全面评估审议发展中国家债务

困境的深层次成因，对症下药，帮助

它们提高经济韧性和活力，并且为它

们获得可持续、优惠融资创造条件，

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戴兵表示，中方将继续通过全球

发展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等为发展

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致力

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加速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
实 现 经 济 社 会 可 持 续 发 展

新华社开罗4月15日电（记者 张

猛）喀土穆消息：在苏丹冲突爆发一

周 年 之 际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粮农组织）驻苏丹代表杨红杰 15 日

呼吁在 6 月主要种植季开始前向苏丹

紧急提供大规模农业支持，以避免苏

丹饥饿危机进一步加剧。

杨红杰当天对新华社记者说，根

据联合国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在

上一个收获季节（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月），苏丹全国约有 1770 万人处于

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约 350 万五

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其中 70 万

儿童处于严重急性营养不良状态。

杨红杰说，受冲突影响，2023 年

苏丹全国粮食产量估计为 411.6万吨，

同比下降 46%，比前五年平均产量低

约 40%。该国素有“粮仓”之称的杰济

拉州粮食产量大减，而西达尔富尔州

几乎颗粒无收。喀土穆州、达尔富尔

地区和科尔多凡地区是全国粮食不

安全最严重的地区。

杨红杰说，粮农组织去年向苏丹

100 万农户发放了农作物种子，生产

的粮食够 1300 多万人食用一年。今

年粮农组织计划寻求 1.04亿美元资金

支持，用于为 900 万苏丹人提供农业

生产投入，但目前筹集到的资金不足

目标的 10%。如不能在 6 月主要种植

季开始前加大应急响应力度，苏丹饥

饿危机和粮食危机都将加剧。

杨 红 杰 认 为 ，仅 向 苏 丹 提 供 粮

食和资金援助不足以弥补当地粮食

产 量 不 足 造 成 的 缺 口 ，还 应 通 过 促

进谷物生产、购置牲畜、提供兽医服

务等多种干预措施协助化解苏丹饥

饿危机。

2023 年 4 月 15 日，苏丹武装部队

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

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

地区。持续一年的武装冲突已造成

苏丹约 1.4 万人丧生，超过 810 万人流

离失所，一半以上人口（约 2500 万人）

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呼 吁 向
苏丹紧急提供大规模农业支持

巴 黎 奥 运 会

火种采集成功

4月 16日，2024年巴黎奥运会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林匹亚遗址举行。

▲4月 16日，扮演最高女祭司的演员玛丽·米娜（前右）在仪式上点燃火种罐。

新华社记者 李京 摄

◀4 月 16 日，第一棒火炬手——希腊运动员、东京奥运会男子赛艇项目金牌得主斯特凡诺斯·恩图斯科斯手持火

炬进行传递。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