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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分化怎么看？如何应对关税战？
——海关总署回应经贸热点

今年以来，全球贸易秩序面临新的严峻挑战。中国外贸进出口表现如何？贸易战、关税战如何应对？14日，海关总署相关

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对当前经贸热点进行回应。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10.3万亿元，同比增
长 1.3%。其中，出口增长 6.9%，较前
2 个月上涨 3.5 个百分点；进口虽然
下降 6%，但降幅较前 2个月收窄 1.3
个百分点。总体看，我国外贸进出口
实现平稳开局。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表示，一季度，我国出口在压力下展
现较强韧性：对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实现增长，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
出口连续4年保持增长势头、一季度
继续增长 10.8%，风力发电机组、锂
电池、电动汽车等分别增长 43.2%、
18.8%和8.2%。

进口下降怎么看？吕大良认为
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同商品有升有降。其中，受国际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一季度，
我国铁矿砂和煤炭进口均价跌幅
都超过了二成，原油、大豆的进口

均价也分别下跌了 5.7%和 16.6%，
这些价格因素影响整体进口增速
2.6个百分点。

进口也有一些亮点。国内工业
生产较快增长，带动零部件和设备
进口增加。一季度，我国进口的自
动数据处理设备零部件、船舶和
海洋工程装备分别增长了 95.6%和
52.5%。同期，部分民生商品进口增
加也展现了我国消费领域的生机和
活力。

“当前，我国出口确实面临复
杂严峻的外部形势，但是‘天塌不下
来’。”吕大良说，近年来，我国积极
构建多元化市场，深化与各方的产
业链供应链合作，这不仅赋能了对方
发展，也增强了我们自身的韧性。同
时，中国内需市场广阔，是重要的大
后方。“我们将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
事，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
不确定性。”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对包括中国
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滥施关税。世界
贸易组织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认为美
国的做法将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前
景产生重大影响，导致全球商品贸易
量萎缩。

“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滥施关
税，逆潮流而动。”海关总署副署长

王令浚说，美方所谓“对等关税”，颠
覆现有国际经贸秩序，将美国利益
凌驾于国际社会公利之上，是典型
的关税霸凌行为，严重违反世界贸
易组织规则，严重损害以规则为基
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严重冲击全球
经济秩序稳定。

谈及贸易战、关税战对中国产生

的影响，王令浚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
本质是互利共赢，是经济规律作用的
结果，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在美国政府滥施关税
的干扰和冲击下，中美双边贸易仍保
持增长，进出口规模 1.11万亿元，同比
增长 4%。

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

出路。王令浚表示，中国海关将严格
依法实施各项对美反制措施，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加快推进智慧
海关建设和国际合作，创新海关监管
制度，不断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
促进企业通关便利，以更优监管、更高
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的实际成
效，推动外贸稳定发展。

民营企业是我国第一大外贸主
体。一季度，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企
业中，86.1%是民营企业，数量达45.5万
家，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同比增长
5.8%，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8%。

值得一提的是，民营企业进出口
高技术产品创历史同期新高，规模接

近 1万亿元。其中，出口工业机器人、
高端机床同比分别增长67.4%、16.4%。

从人工智能开源模型到春晚舞台
的机械舞者，民营企业展现出昂扬向
上的创新姿态。王令浚说：“民营企业
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同样广受关注的还有外资企业进

出口表现。数据显示，近 5年，外商投
资企业累计进出口在我国外贸中的占
比约三分之一。今年一季度，外资企
业进出口2.99万亿元，连续4个季度实
现增长，其中，电子信息产品、生物医
药及医疗仪器等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全
国占比保持在四成以上。

王令浚表示，当前，中国制造业
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取消，绿色
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快推进，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
境也不断完善，这些将助力外资企
业在中国尽展优势，在全球竞争中
赢得先机。

谈美滥施关税：“逆潮流而动”

谈民营企业：创新姿态昂扬向上

谈出口情况：“天塌不下来”

新华社记者：邹多为、张晓洁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爬 坡 过 坎 向 新 行
——重庆汽车产业跃升记

2月底，车规级碳化硅功率芯片生产线完成通线，汽车核心零部件再添重要支撑；3月，
成功入选全国首批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让汽车化作储能单元助力电网“削峰填谷”；
进入4月，阿维塔、深蓝等重庆车企相继透露多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车型上市计划……

开年以来，重庆汽车产业动作频频，昔日的燃油汽车“产量冠军”之城不断爬坡过坎，
向新而行、转型求变，正加速迈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

走进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赛力斯
汽车超级工厂，只见一派科技感满满
的忙碌景象：现场 3000 余台机器人协
同作业，一辆辆“问界”新能源汽车有
序下线。

“‘问界’系列智驾新能源汽车销售
持续火爆。”今年 3月，赛力斯集团发布
公告，2024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182.8%，实现营收 1451亿元，同比增长
305%。而就在五六年前，这家由生产
微型面包车转型而来的企业，正面临品
牌不响、销量低迷的境况。

赛力斯的华丽转身，是重庆汽车产
业换道突围的一个缩影。作为传统的
汽车制造重镇，十年来，重庆的汽车产
业有过辉煌，也曾跌落低谷。

2014 年至 2016 年，重庆以燃油车
为主导的汽车产业连续三年蝉联全国
产量冠军。随后数年，囿于中国汽车市
场大环境影响，加上自身产品结构等问
题，重庆汽车产业深陷“寒冬”，龙头企

业面临严峻挑战，产量一度出现“断崖
式”下降。

近年来，重庆抢占新能源汽车发展
先机，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作为三大
万亿级主导产业集群之首，昔日的汽车
城正加速回归第一梯队。

“‘造车’如同‘赛车’，传统燃油车
的关键技术和品牌话语权长期被跨国
巨头掌控，我们只有瞄准新赛道，才有
望突出重围。”重庆市经信委副主任涂
兴永介绍，随着国家加快推进汽车产
业新能源化，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重庆
抢抓转型机遇，率先布局“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这一新兴赛道，推动产业整
体升级。

重庆政府部门先后出台《重庆市建
设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
群发展规划（2022—2030年）》以及零部
件供应链体系建设、便捷超充配套设施
建设等 5个专项行动计划，集聚和引导

10多家整车商、上千家零部件企业面向
纯电动、插电式、增程式、换电式、氢燃
料等多种技术路线全面布局。

一批龙头企业前瞻未来，快速“变
道”。走进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一
列整齐排布、造型酷炫、功能多样的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引人注目。长安汽
车董事长朱华荣说，公司坚持每年研发
投入占比不低于营业收入的 5%，迄今
已在新能源汽车“三电”领域突破 400
余项核心技术，持续推出一批兼具高颜
值与高科技的新能源车型，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站稳身位”。

得益于政企协同发力，目前，以赛
力斯、阿维塔、深蓝等为代表的中高端
新能源品牌强势崛起。2024年，重庆汽
车产量达254.01万辆，跻身全国城市第
二名。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达 95.32
万辆，同比增长 90.5%。今年 2月，重庆
市有关部门发布新目标：2025年重庆新
能源汽车产量力争提升至130万辆。

蛇年春晚，780辆重庆造“问界M9”
围成 12 个同心圆，智慧数控灯阵协同
联动演出闪耀全场；2025重庆马拉松，
智能驾驶的阿维塔 06 在前开道，机器
人和机器狗“跑团”奋力开跑，共同打造
了一场“AI盛宴”。

当前，以自动辅助驾驶、AI+等为
特征的汽车智能化进程正在加速。瞄
准行业内跨界协同的新趋势，重庆一批
传统车企加快引入前沿智能化技术，并
与先进制造相结合，成功实现“老树发
新枝”的嬗变。

在位于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的阿
维塔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数百名来自
华为的研发人员正和阿维塔团队一道，
联合攻关全新车型。

“阿维塔集成了长安汽车、华为、宁

德时代三方的优势，充分引入华为在智
能驾驶、智能座舱等方面的技术及资
源，以及宁德时代在‘三电’领域及能源
管理、充电网络生态方面的能力，实现
汽车产业与 ICT企业跨界融合。”该公
司总裁陈卓说，今年一季度，阿维塔销
量达2.45万辆，同比增长68.4%。

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构建自主技术
“护城河”，是引领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必
由之路。

近年来，我国汽车工业在动力电
池、车载芯片、汽车电子等领域加速突
破，重庆则突出政府侧、社会侧、产业
侧、企业侧“四侧”协同，锚定汽车“三
电”、智驾系统等关键环节和领域，推动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
融合，功率芯片、激光雷达等“补短板”

项目相继落地。迄今，重庆已实现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 3大系统、12大总成、
56个部件全链条布局。

在创新赋能下，重庆龙头车企“动
力焕新”、势能爆发。2024年，重庆主流
新能源汽车单车价值提升至23.6万元，
20 万 元 以 上 的 中 高 端 车 型 占 比 达
48.3%；汽车产业开始向价值链高端突
破性跃升。

向新无止境，攻坚不停步。今年 3
月，在重庆市经信部门推动下，多家龙
头企业牵头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创新资
源和科创服务机构，组建“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智能检测技术
及装备”“新能源汽车安全车身与智能
底盘”3大产业创新综合体，力争进一步
提升重庆汽车产业核心竞争力。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金凤城市
中心，无人驾驶公交车自动亮起转
向灯，减速并线、平稳过弯……目前，
重庆高新区已建成约50公里感知连续
覆盖的城市智能道路，累计接入各类
网联车辆1200余辆。

“我们从落地‘车路云一体化’方
案、培育‘场景化’智能来破题智能网联
汽车发展。通过推动‘车、路、云、网、图’
协同为自动驾驶赋能。”负责西部
（重庆）科学城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建设运营的西部车网（重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吴勇说，比如，将路面上的行
人、车辆、红绿灯等信息实时反馈给汽
车“大脑”，让汽车运行更安全、更智能。

当前，重庆高新区正着力建设全
国首个可为全类型车辆赋能的示范
区，建立了领先的云控基础平台和9个
生态共建的网联应用平台，多渠道开

展综合场景试点，为智能网联汽车发
展探索新路径。如今已有60多家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链相关企业聚集，仅西
部科学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就已
孵化 16家企业，智能网联汽车全产业
链生态圈初步建成。

在“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之外，重庆
车企长安汽车、上汽红岩还入围全国
首批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
点联合体。今年2月，长安汽车对外宣
布，未来 3年将推出 35款数智新汽车，
2026 年天枢智驾将实现全场景 L3 级
自动驾驶；2028 年进一步实现全场景
L4级功能。

而在重庆永川区，已全域开放
1576平方公里、指定双向 1480公里测
试道路，服务 L3、L4 级自动驾驶车辆
203辆，测试里程超430万公里。

“如果说新能源化是汽车产业跨

越式发展的‘上半场’，那‘聪明车+智
慧路’就是‘下半场’。”重庆市经信委
主任王志杰表示，重庆因势而动，正深
入实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协同跨
越”行动。

一方面瞄准汽车电子、功率半导
体、轻量化材料、高端装备等产业发力
攻坚；另一方面，加快建设“便捷超充
之城”“车路云一体化”标杆城市和自
动驾驶生态高地，规划到 2026年打造
覆盖道路里程超 5000 公里、人口超
1100 万、支撑服务车辆数超 100 万的

“车路云一体化”标杆城市。
“下一步，我们还将围绕整零协

同、软硬结合、场景牵引、数字赋能、自
主创新、品牌提升六个方面，构建更加
完善的产业生态，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创建国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先
进制造业集群。”王志杰说。

换道突围 造车重镇“V”字上扬

创新求变“老树新枝”再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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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占风口“聪明车”驶上“智慧路”

这是2024年11月6日在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的赛力斯汽车超级工厂拍摄的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