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5 月 13 日 星期一

农历甲辰年四月初六
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经济日报社出版

今日 12 版

中 国 经 济 网 网 址 ：http://www.ce.cn 国 内 统 一 连 续 出 版 物 号 CN 11-0014 代 号 1-68 第 14910 期 （总 15483 期）

再驳“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论”
本报评论员

在刚刚落幕的第 135 届中国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上，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

池和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外贸“新三

样”备受境外采购商青睐。这是市场需

求的理性选择，也是中国制造企业长期

创新研发、供应链企业高效协作的结

果，体现了中国制造的综合成本优势及

产品竞争力。

今年正值美国大选之年，一些政客

以“产能过剩”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

实，抛出所谓的“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

论”，并以此作为政治筹码，将政治考量

凌驾于经济关切之上。其结果不仅损

人害己，还会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畅通，阻碍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拖

累全球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产能过剩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

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平衡是

相对的，不平衡是常态。解决这种不平

衡，主要还要依靠市场力量，按照价值

规律进行调节。需要指出的是，产能不

是产品，产能过剩并不是说产品生产多

了卖不掉，而是企业的生产能力没有得

到充分利用的状态。适度超前的产能

投资是产业发展的普遍选择，对于新兴

产业尤为如此。

准确把握产能过剩的这一实质，就

不难理解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何提

出“ 防 止 产 能 过 剩 和 低 水 平 重 复 建

设”。新冠疫情 3 年多时间里，在全球供

应链几乎停摆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之

所以能持续稳定向全球市场提供各类

商品，正是与当时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

快速增长密切相关。彼时的投资，如今

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能。但当前全

球市场需求正在放缓，导致了部分行业

产能利用不足。可以判断，这一现象是

短暂的，随着世界经济回暖，部分行业

低端落后产能将加快淘汰出清，而代表

着绿色低碳方向的新能源领域先进产

能还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对比现实，可以看出美国一些政客

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威胁其他国家产业

发展”“给国际市场带来灾难”等言论，

纯属无稽之谈。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

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3.6%，与美国 78.4%

的利用率基本接近。在库存水平上，

3 月份中国原材料库存指数为 48.1%，与

美国相当。但从工业利润来看，中国工

业利润率呈持续增长态势。此外，中国

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0.6%，继续保持扩

张，表明企业出口业务总体继续改善。

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产能过剩”的指

责，实际上更多来自对中国工业实力发

展的焦虑和遏制——美国一些政客也

心知肚明，中国新能源产业优势是靠企

业努力获得的，是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

塑造的，而不是他们口中“靠政府补贴”

形成的。

众所周知，美国部分政客声称“中

国新能源产能过剩”，其实是当地市场

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产品有需

求，但本土企业和产品又缺乏足够竞争

力，由此形成优胜劣汰的压力。可以肯

定地说，他们对中国新能源产品的指

责，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经济

规律。近期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

与会经济学家和专业人士对所谓“中国

新能源产能过剩论”也表示出了不解与

疑惑，因为无论分析市场供需，还是观

察产业发展实际，都无法得出这样令人

费解的结论。

“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论”是伪命

题，中国新能源产品的竞争实力不容

怀疑——

首先，中国新能源产业规模的快速
增长并非盲目扩张，而是基于全球碳减
排的迫切需求。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显

示，到 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

达 4500 万辆，是 2023 年的 3 倍多。国际

可再生能源署的测算也显示，为了实现

《巴黎协定》目标，全球光伏发电装机累

计容量在 2030 年至少要达到 5400GW，

是 2023 年全球总装机量的近 4 倍、我国

总装机量的约 9 倍。显然，当前新能源

产品的全球产能还远未满足未来市场的

需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新能源

产品仍将是市场上的俏货。全球碳减排

进程带来的巨大需求，将是中国新能源

产业持续向高端转型的原动力。

其次，新能源产业补贴是全球通用
的市场手段，并非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独

有优势。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全球碳

减排目标，世界各国都在广泛补贴本国

的新能源产业。比如，美国从 2010 年就

开始以税收抵免的方式补贴新能源汽车

销售，甚至通过《基础设施和就业法案》

等立法，安排了 75 亿美元资金支持充电

设施建设。日本早在 2008 年就开始对

电动、清洁柴油等清洁能源车型提供补

贴。德国也从 2016 年 5 月份开始对新能

源汽车销售实行普遍补贴。中国从 2013

年实行大范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随

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该政策已于 2023 年

正式退出。由此可见，产能过剩“补贴优

势论”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再次，中国新能源产品的出口优势
源自深厚的技术积累、庞大的规模效应
和完整的产业体系。在市场机制作用

下，中国新能源产品通过市场充分竞争

和技术创新迭代，实现了新能源在产能

与价格上的优势，这是中国企业自身不

断努力的结果。比如，通过技术创新，

我国光伏行业有效解决了成本高和并

网难两大难题。同时，中国庞大的市场

规模为新能源技术快速更新提供了充

足空间，规模效应不仅降低了成本，也

加快了新技术新产品落地推广。以新

能源汽车为例，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和

多元化的用车环境，为新能源汽车产业

迭代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国际经贸交往中，对于以“产能

过剩”之名打压中国企业的贸易保护主

义举措，我们坚决反对。当前，全球产

能布局是市场规律和经济全球化共同

作用的客观结果，是各国自身比较优势

下开展分工合作、优化要素资源的必然

要求，也是提高生产效率、增进民生福

祉的重要举措。不论是从比较优势还

是全球市场需求角度看，都不存在所谓

“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问题。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中法欧领导人

三方会晤时所指出，中国新能源产业在

开放竞争中练就了真本事，代表的是先

进产能，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

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和绿色转型作出巨大贡献。在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的共同挑战中，各国是相互

依存、融合互助的利益共同体，开放包

容、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只有

自由贸易、充分竞争，才能形成全球产

能格局的最优解，才能让全球绿色发展

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历史长河中的又一次

﹃
中法相遇

﹄
—

习近平主席对法国第三次国事访问纪实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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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的亚欧大陆，人类文明的璀璨

之地。

中国和欧洲，分处亚欧大陆两端，是

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两

大市场、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中欧如

何相处、怎样作为，关乎着亚欧大陆的繁

荣，牵动着全球格局的走向。

大国外交，远谋而笃行。新一年元首

出访的大文章，从欧洲起笔。

第 一 站 ，来 到 法 国 。“ 特 殊 的 朋 友 ”

“特殊的关系”；既是立足双边，更是面向

全局——

携手走过一甲子，中法关系如何守正

创新、开辟未来，担当中欧关系的强大引

擎，壮大完善全球治理的中法力量？

并肩前行二十载，中欧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如何稳中有进、行稳致远，更好服务

各自发展，更好推动人类进步事业？

答案就写在绿意盎然的塞纳河畔，写

在白雪皑皑的比利牛斯山脉，写在中法各

界深化友好合作的广泛对话里，写在东西

方文明跨越亚欧大陆的温暖握手中⋯⋯

习近平主席说：“中法作为两个有独

立自主精神的大国，在历史长河的每一次

相遇都能迸发出巨大能量，影响世界行进

方向。”

5 月 5 日至 7 日，中国元首外交的“法

兰西时间”，让世界瞩目。

定位与定力：
做真诚的朋友、共赢的伙伴

又是一个万物勃发的时节，中法友谊

再启新篇。

2014 年、2019 年，习近平主席两次在

春天到访法国。中法建交 60 周年之际，

再次踏上了美丽的法兰西土地。

一项项高规格礼遇，欢迎尊贵而亲切

的朋友。

5 日抵达巴黎——马克龙总统特别

安排阿塔尔总理赴机场迎接。细雨霏霏

中，习近平主席步出舱门，阿塔尔总理以

一句中文“您好”问候远方贵宾。沿红毯

边走边谈，阿塔尔总理向习近平主席讲述

自己的“中国缘”：学过一年中文，还到访

过北京、上海、银川。“你讲得很好，很标

准。欢迎你到中国访问。”习近平主席微

笑着说。

从机场至下榻酒店，摩托车队护卫

左右。雄伟的凯旋门前，一面面中法国

旗连成友谊的绚烂画卷，一幅幅红色横

幅表达着对访问圆满成功的美好祝愿。

鼓乐欢快，龙狮双舞，宽阔的香榭丽舍大街洋溢着浓浓的

节日气氛。

6 日国事活动——见证法兰西厚重历史的荣军院再度

为习近平主席打开大门。金色的穹顶映着湛蓝的天空，主庭

院连廊边，共和国卫队和三军仪仗队整齐列队。雄壮的进行

曲，庄严的分列式，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尽显东道主的盛情

与敬意。

欢 迎 仪 式 后 ，习 近 平 主 席 和 夫 人

彭丽媛乘车赴爱丽舍宫，148 名骑兵组成

的礼兵马队和摩托车队一路护送。马蹄

噔噔，踏响青灰色的石路。穿过塞纳河

上最美的亚历山大三世桥，途经百余年

历史的大皇宫、小皇宫，掠过戴高乐将军

雕像，仿佛行进在时间的长廊中。

外交礼仪，“国家关系的晴雨表”。

两个时间维度，彰显中法关系的高水平

和特殊性，揭示中法两国勇立潮头、敢为

人先的历史逻辑、现实动力、时代意义。

第一个维度，10 年，主线是元首外交

的战略引领。

犹记习近平主席 2014 年的首次对法

国事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开创紧密持久

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的重要

共识。5 年后，再度来访，两国元首一致

同意，打造更加坚实、稳固、富有活力的

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此次法国之行，打造新时期互信稳

定、守正创新、担当作为的中法关系成为

双方未来的努力方向。

一次次深度沟通，一场场亲密互动，

一步步坚定前行。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璀璨的水晶

吊灯将迎宾门照得通亮。主楼台阶两

侧，脚蹬锃亮马靴、头戴红缨头盔的 10 名

礼兵威武挺立。并肩同行，拾级而上，马

克龙总统将习近平主席请进二层总统办

公室。两位元首坐在沙发上，面对面交

谈，原定 30 分钟的小范围会谈延了又延，

持续了近 100 分钟。

“比利牛斯山之心”图尔马莱山口，

群山环抱，瑞雪飞舞。这里保留着马克

龙总统美好的童年记忆，也记录着他当

选总统后的欢庆场面。马克龙总统亲自

选定在对自己人生“意义非凡”的地方、

在老朋友的餐厅里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

行小范围午宴。马克龙总统夫人布丽吉

特告诉习近平主席：“这是马克龙总统第

一次邀请外国领导人来到这里。”

铁制的牛铃、风干的火腿、斑驳的兽

皮毯、欢快的牧羊人之舞⋯⋯南法山区

的古朴民风扑面而来。屋外银装素裹，

屋内暖意融融。两国元首凭窗而坐，远

眺山景气象万千，纵论世事风云变幻，畅

叙文明和美之道。从尼斯夜谈到豫园茶

叙，从松园会晤到雪山对话，中法元首外

交再续佳话。

进 山 前 经 过 的 巴 涅 尔 - 德 比 戈 尔

镇，是马克龙总统外祖母的家乡，是他

心中满载亲情友情的“绿色天堂”。从

电视报纸广播里，在口口相传中，巴涅尔-德比戈尔镇和周

边市镇的居民得知了中国领导人来访的消息。当地人说：

“法国人的习俗是，好朋友来了就要带他到自己长大的地

方看一看。没错，这就是马克龙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来这

里的初衷！”

第 二 个 维 度 ，60 年 ，主 线 是 中 法 建 交 精 神 的 传 承 与

坚守。 （下转第二版）

相 向 而 行 的 力 量
—习近平主席对塞尔维亚、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纪实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杨 旭 张志文

蓝色绸缎般的多瑙河，在匈牙利的

北境拐了个弯，由东转南，穿过布达佩

斯，继而挽起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

流淌过漫长时光。

今年中国元首出访的开篇之作，选

择了欧洲。立夏之后的这一周，越过辽

阔的亚欧大陆，习近平主席先赴法国，

后飞塞尔维亚，再抵匈牙利。

中欧关系又一次置于世界的聚光

灯下。近来沿着欧洲到北京的航线，欧

洲国家政要纷至沓来。这一次，习近平

主席不远万里，来到欧洲。

透过那些温暖与感动的镜头，翻开

那些共识与合作的篇章，沉潜深处的，

是东西方文明互鉴下的彼此照亮，是跬

步江山的相向而行，是“中国式现代化

将给世界带来巨大机遇”的壮阔图景。

国家关系的刻度，如何标注？

国与国的关系，亦如人与人的交

往：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

在知心。

合作，根深叶茂；往来，辅车相依；

信任，坚如磐石；目标，大道同行——当

一切都已就绪，双边关系的换挡提速，

水到渠成。

巍峨的山峦，一眼望不尽。标注国

家关系的刻度，必须站在不同的方位。

用时代铸就的定位去标注。

当地时间 5 月 8 日，塞尔维亚大厦，

中塞元首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塞命

运共同体。

随后，在共见记者时，习近平主席

给予高度评价：“8 年前，塞尔维亚成为

中 国 在 中 东 欧 地 区 首 个 全 面 战 略 伙

伴。今天，塞尔维亚又成为首个同中国

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充分

体现了中塞关系的战略性、特殊性和高

水平。”

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精神，照亮了

中塞两国新的航程。这一程，凝结着过

往的厚重，更开辟着更加辽阔的未来。

相向而行，因为理念一致、追求相

似。“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

这是中塞两国以及世界上所有坚持独

立自主、追求和平和发展国家的共同

愿景。

9 日，布达佩斯总理府，中匈两国领

导人宣布：建立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主席作出高度评价：“实现

了从跨越大陆的朋友、友好合作伙伴到

全面战略伙伴的持续深入发展。”“双边

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驶入‘黄金航

道’。”“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的典范。”

“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信心，写就了浓墨重彩的过往，也挥毫

着未来可期的新篇。

用外交高规格的礼遇去标注。

7 日夜，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贝尔

格莱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夫妇以

及前总统、议长、总理、外长等亲赴机场

迎接。

次日，会谈时，武契奇总统发自肺

腑地对习近平主席的到访表达感激与

自豪，他说：“昨晚我为您的到访准备了

一整夜。”习近平主席回应道：“中国有

一句话叫‘盛情难却’，总统先生曾对记

者说你邀请了我许多次。今天我如约

而来。”

这一天傍晚，饯行话别，武契奇总

统夫妇将习近平主席夫妇一路送到了

机场。望着腾空而起的专机，他们挥手

道别、伫立良久。

一个多小时后，匈牙利布达佩斯国

际机场，习近平主席夫妇走下舷梯，等

候良久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走上前来：

“主席阁下、教授女士，热烈欢迎你们

‘来家里’。”

次日一早，布达王宫内庭，国旗、红

毯、骏马、青石板⋯⋯人们惊叹于这次

安排的高规格：一是舒尤克总统和欧尔

班总理共同出席，这在匈牙利外交史上

十分罕见；二是在古老的布达王宫，为

外国领导人举办欢迎仪式，这是首次。

一切只因为，尊敬的中国朋友来了。

欧尔班总理在欢迎宴会上说：“我

们难以表达您到访的价值有多大，这是

非常大的事。”即将启程返回中国之际，

欧尔班总理夫妇再次举行小范围午宴，

为习近平主席夫妇饯行，席间畅叙。之

后，又将习近平主席夫妇送到机场，依

依惜别。

用历史垒砌的信任去标注。

塞尔维亚人常说，“朋友是时间的

果实”；匈牙利有句俗语，“好朋友比黄

金更珍贵”。时光知味，沉淀下中塞、中

匈交往的深厚与温暖、相守与坚定。

中 塞 友 谊 是 用 鲜 血 和 生 命 铸 就

的。无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浴火岁月、

国家建设时期，还是在当前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一直与塞尔维亚并

肩而立。

很多人记得疫情暴发后的一幕。

中国向塞尔维亚伸出援手，捐赠医疗防

护物资、派出高水平医疗专家组。武契

奇总统亲赴机场迎接。

武契奇总统对习近平主席说：“我

们铁杆友谊不会被任何人所破坏。”“虽

然我们是一个小国，但是我们会坚定地

在困难的时候与中国站在一起，而中国

也是如此。”“我们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每次有人问起相关问题，我们都说那是

中国的内政。”

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之一，今年是两国建交 75 周年。元首

会谈时，舒尤克总统感慨：“一个人活到

75 岁相当长，两个国家交往 75 年应该

也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我们的政治

互信不断深化，您对匈牙利的访问，给

我们带来了光荣。”

欧尔班总理在欢迎宴会致辞时说：

“两国关系没有隔阂。我们想不起历史

上有任何一个让两国敌对的事件。匈

中两国有很大的向心力。”

用人民厚重的情谊去标注。

（下转第三版）

5 月 12 日，舟山至重庆江海直达航线首航测试到港接航仪式在重庆市江津区珞璜港举行。“舟山—重庆”江海直达航线是长

江上游首条江海直达航线。图为万吨级江海直达船“创新 5”轮 5 月 11 日抵达该港（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