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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回应欧盟
拟对进口中国电动汽车
征收临时反补贴税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1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6月 12日，欧盟委员会发

布关于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初裁披露，拟

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欧

方罔顾事实和世贸组织规则，无视中方多次强烈

反对，不顾多个欧盟成员国政府、产业界的呼吁和

劝阻，一意孤行，中方对此高度关切、强烈不满，中

国产业界对此深感失望、坚决反对。中方将密切

关注欧方后续进展，并将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这位发言人说，欧方裁决披露中的认定缺乏

事实和法律基础。欧委会罔顾中国电动汽车优势

来自开放竞争的客观事实，罔顾世贸组织规则，罔

顾中国相关企业对有关调查的全面配合，人为构

造并夸大所谓的“补贴”项目，滥用“可获得事实”

规则，裁出畸高的补贴幅度，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

行为，是制造并升级贸易摩擦，是以“维护公平竞

争”为名行“破坏公平竞争”之实，是最大的“不公

平”。欧方此举不仅损害了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合

法权益，也将扰乱和扭曲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汽

车产业链供应链。

欧委会一手高举绿色发展大旗，一手挥舞“保

护主义”大棒，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不符合

中欧领导人关于加强合作的共识精神，将影响中

欧双边经贸合作氛围，不利于欧盟消费者自身的

利益，也将破坏欧盟自身绿色转型和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合作的大局。中方敦促欧盟立即纠正错误

做法，切实落实近期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达成

的重要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外交部：

坚决反对美方打着
人权幌子制裁中企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马卓言 曹嘉

玥）就美方近日以涉嫌“强迫维族人劳动”为由将

三家中国企业列入有关“制裁”清单，外交部发言人

林剑12日表示，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污蔑

抹黑，撤销对中国企业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继

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国土安全

部11日发表声明，以涉嫌“强迫维族人劳动”为由，将

三家中国企业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

单”，禁止进口它们的产品。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美方再次炮制散布涉疆虚假叙事，打着人权

的幌子对中国企业实施非法制裁，中方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林剑说。

林剑表示，新疆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中国中

央政府的治疆政策深入人心。我们多次援引大量

数字事实说明，所谓“强迫劳动”“种族灭绝”完全是

无稽之谈，是极少数反华分子炮制的世纪谎言，其目

的是搞乱新疆、抹黑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美方以

谎言为依据，一意孤行实施涉疆恶法，将中国企业列

入有关制裁清单，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扰乱市场

正常秩序，严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实质是企图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以人权为

名侵害广大新疆群众的生存权、就业权、发展权，

其“以疆制华”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林剑指出，美国国内问题堆积如山，美方如果

真的关心人权问题，就应该采取措施，切实解决国

内的种族歧视、枪支暴力、毒品泛滥等痼疾，而不

是内病外治，对别国横加干涉、滥施制裁。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

撤销对中国企业的非法单边制裁，停止打着人权

幌子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林剑表示，中

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

当合法权益。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石
龙洪 赵博 刘欢）国台办发言人陈斌

华1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台

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何来所谓“自卫

权”？民进党当局妄想给我们维护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

“划线设禁”，完全是不自量力。我们

严正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玩火。胆

敢轻举妄动，只会自取灭亡。

有记者问：台防务部门负责人日

前声称，只要解放军攻击在航机舰、

设施，以及任何飞航实体未经许可进

入 12海里“空、海域”，就可下令行使

“自卫权”，进行“自卫反击”。对此有

何评论？陈斌华作上述回应。

台陆委会日前宣称，台湾主流民

意肯定赖清德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政

策主张，反对大陆对台所谓“复合性

施压”。对此，陈斌华答问表示，赖清

德“5·20”讲话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台

独自白”，引发岛内各界对未来4年台

海形势更加紧张动荡的忧虑。若真

如陆委会所说，为什么媒体民调显示

过半台湾民众对赖清德两岸政策不

放心？为什么台义务役逃兵频发、飞

行员“赔钱报退”？为什么岛内工商

界反对两岸经贸“脱钩断链”的诉求

不断？为什么希望稳定台海形势、恢

复扩大两岸交流的评论、文章在岛内

媒体连篇累牍？

“事实再清楚不过，要和平不要

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

分离、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岛内主流

民意。赖清德当局自说自话、欲盖弥

彰，再次证明其是岛内主流民意的背

叛者。”陈斌华说。

陈斌华表示，需要指出的是，我

们所有反制措施针对的是“台独”分

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绝非针对广

大台湾同胞。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

守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认清“台

独”分裂的极端危害性，坚决抵制、反

对任何“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干涉，

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

身安全福祉。

陈斌华应询指出，台湾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经纬清

晰、法理事实清楚。民进党极力贴

靠、配合外部势力，企图通过编造所

谓应对“大陆威胁”等虚假叙事，愚弄

岛内民众、误导国际视听。众所周

知，“台独”分裂及外部势力干涉是导

致台海兵凶战危的最大祸源。赖清

德及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

场，挑衅一个中国原则，煽动两岸对

立对抗，妄图“倚外谋独”“以武谋

独”，严重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严重破

坏台海和平稳定，只会给台湾同胞带

来深重灾祸。如一意孤行，必将引火

烧身、自食恶果。

陈斌华答问时还指出，民进党当

局为谋求“台独”，大搞“去中国化”，

推出的所谓教改政策和课纲刻意歪

曲中国历史，妄图割断两岸历史联

结，不仅剥夺台湾青年学习本民族

文化、了解本民族历史的正当权利，

荼毒台湾年轻一代，让台湾同胞成

为精神和文化上的无根浮萍，体会

不到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自豪感、

幸福感，也煽动两岸敌意、破坏两岸

和平，为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种下祸

根。“台独课纲”是不折不扣的“毒课

纲”。岛内有识之士对此深恶痛绝，

纷纷疾呼应拨乱反正。我们相信台

湾同胞总有一天可以拥有一个正确

的课纲。

“中华大地多锦绣，台湾课本上

缺失的，在大陆都能找到。我们欢迎

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学生来大陆实

地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寻找文化根

脉，补上在台湾没有上的课。”他说。

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一百周年，

有台军退役将领在岛内相关纪念活

动中呼吁“驱逐‘台独’，复兴中华”。

对此，陈斌华表示，这位退役将领的

热血宣示字字千钧、句句铿锵，激起

了两岸中国人根植心底的浓浓爱国

情结，引发了两岸网民广泛关注和一

致好评。

他指出，百年前成立的黄埔军校

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历史财富。

台湾退役将领在黄埔百年纪念活动

中的呼吁，充分展现了岛内黄埔人对

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的传承坚守，

对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执着追求。

这再次表明，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煞

费苦心“去中国化”，都割裂不了两岸

同胞的中国心，削弱不了两岸同胞的

中国情，更阻挡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今年6月10日是中国传统节日端

午节，从汨罗江到墨西哥霍奇米尔科

湖、英国曼彻斯特运河，不同国家、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龙舟竞渡的团结

拼搏和欢快氛围中，体验文明交融的

魅力。这一天，也是联合国大会设立

的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见证了中国

携手各国推动文明对话、促进文明互

鉴的最新努力。

“在此，我愿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去年 3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面

向世界发出深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真挚呼吁。

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更好地

实现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世界文明

百花园更加繁荣贡献中国智慧，提出

一年多来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呼

应。正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所

说，联大关于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

决议，充分体现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

要义，再次彰显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

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共识。

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交流交融

中国提出决议后，第78届联合国

大会协商一致通过，联合国大多数会

员国联署、支持该决议。文明对话国

际日的设立，众望所归。

“充分发挥文明对话对于消除歧

视偏见、增进理解信任、促进民心相

通、加强团结合作的重要作用，为人类

社会团结应对共同挑战注入正能量。”

傅聪如此阐述推动联大设立文明对话

国际日的初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拉

莫斯表示，跨文化对话是相互理解、合

作和建立信任的一种手段。而设立文

明对话国际日正是一个“挖掘对话潜

力的机会”，它能够“跨越差异建立桥

梁”，从而提供解决所有挑战的手段。

对文明交流互鉴的倡导与珍视，

与习近平主席 10年前在法国巴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阐述的文明观

一脉相承：“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

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

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

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

纽带。”

“10年过去，习近平主席演讲中

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过时，甚至更具

现实意义。”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干事伊琳娜·博科娃曾在现场聆听习

近平主席那次重要演讲。“习近平主席

推动文明对话、尊重文明多样性的理

念，对当下至关重要”，她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文明互鉴对促进世

界和平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中国将在这方面为世界作出很多

贡献”。

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娜格玛纳·

哈什米说，中国始终坚定倡导和推动

文明互鉴，通过发起文明对话国际日

等方式，推动不同文明、种族、民族之

间的相互了解，她感到由衷赞同。

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交流交融。

“万里之遥，不以为远。文明之光，相

互映照。”作为今年中法文化旅游年的

一项文化盛事，“紫禁城与凡尔赛宫”

特展正在北京故宫举行，以约 200件
文物详尽展现中法之间互学互鉴的文

化交流史。

在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最具盛名

的卡尔纳克神庙区，中埃两国考古学

家经过近 6年合作发掘，让尘封 3000
多年的孟图神庙遗址逐渐重现往日图

景，为中埃文明交流互鉴搭建起一座

新的友谊桥梁。

从与多国互办文化旅游年、合作开

展考古研究、开展经典作品互译，到举

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主场外交，中国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行动有目共睹。

塞内加尔通讯社前总编谢赫·恩迪亚耶

认为，中国一直积极倡导不同文明间的

对话，“为世界作出长期贡献”。

南非西开普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

长武长虹说，有关设立文明对话国际

日的提议，“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多边主

义和联合国工作的坚定支持，更体现

了中国在百年大变局中的大国担当”。

“人类前行之路将越走越宽广”

今年 5月，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

行国事访问期间，向法国总统马克龙

赠送多本中国翻译的法国小说，包括

《九三年》《包法利夫人》《红与黑》《高

老头》《茶花女》《三个火枪手》。马克

龙总统也为习近平主席准备了一份

“书礼”：1856年出版的雨果著作《沉

思集》。

“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

法历来相互欣赏、相互吸引。”习近平

主席道出“以书会友”的文明底蕴。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新时代以来，从主场外交、国

事访问到多边舞台，习近平主席一次

又一次向世界阐释中国的文明观，顺

应时代潮流提出促进文明对话交流的

中国倡议，亲力亲为推动不同文明交

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

“文明是包容的”，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总部，习近平主席提出文明交流互

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

展的重要动力；“和羹之美，在于合

异”，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阐明人类

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

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因多样而交

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强调夯

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人文基础……

希腊前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告诉记

者，从雅典到北京，他多次同习近平主

席就人类文明展开对话，在思想交流

中深感共鸣。在他看来，正如习近平

主席所阐明的理念，世界文明应当在

不同文明的合作与对话之中不断丰富

完善，各国携手加强文明对话才能有

益于和平与团结。“如果世界各国都秉

持这样的理念，人类前行之路将越走

越宽广。”帕夫洛普洛斯说。

“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

高低优劣之分”，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话

让巴西东方学教授、《易经》葡萄牙文

版译者古斯塔沃·平托印象深刻，并感

同身受。“不同文明要保持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在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思·贝内

特看来，习近平主席倡导多层次推进

文明交流互鉴，“这不仅将促进科学和

认知的发展，也将促进相互了解、和平

与友谊”。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文明对话”

位于中国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

窟，在千百年前东西方文明对话中塑

造了交流交融的奇迹，如今继续见证

着新时代鲜活蓬勃的文明对话。近

日，来自 22个国家的驻华使节、高级

别外交官来到这座文明殿堂，共同探

讨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意义。

萨摩亚驻华大使卢阿马努韦·马

里纳说，这样一场关于文明的对话“有

趣且成果丰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将为世界作出更多贡献，与此同时，相

隔千万里的国家还可以通过共建“一

带一路”寻找文化的共通之处，在对话

中求同存异。

纵观人类历史，把人们隔离开来

的往往不是千山万水，不是大海深壑，

而是人们相互认知上的隔膜。当前多

重危机挑战交织叠加，世界进入新的

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再次来到历史

的十字路口。

“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

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

流、互学互鉴”“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

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

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

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习近平主席

的声声话语，蕴含着如何用文明对话

之钥破解时代困境的答案。

不久前，“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国际

研讨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

行。参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文化

对话部门项目专员尤安·麦克韦-琼

斯认为，对话有助于建立信任与合作，

当今世界面临气候变化、地区冲突和

数字治理等诸多挑战，文明对话可以

成为有效应对上述挑战的工具。

在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

阿德希尔看来，文明对话正是一条实

现可持续全球和平、安全和包容性发

展的必经之路，“期待中国继续推动以

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文明对话，促进不

同文明间通过对话达成共识”。

面向未来，新时代中国将继续做

文明对话的推动者和践行者，愿同国

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

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新局面，

将世界文明百花园建设得更加繁盛多

彩、生机盎然。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记者

朱瑞卿 王雅晨 汤洁峰）

国家统计局12日发布数据，5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上涨 0.3%，涨幅与上月相同，环比

下降0.1%；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PPI）同比降幅比上月收窄 1.1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2%。国内物价

持续平稳运行。

CPI环比季节性略降，同
比涨幅与上月相同——

“5月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

稳，全国CPI环比季节性下降，同比

涨幅与上月相同。扣除食品和能源

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6%，继续

保持温和上涨。”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说。

从环比看，CPI下降 0.1%，降幅

略小于近十年同期平均下降 0.2%的

水平。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1.0%转为持平；非食品价格由上月上

涨0.3%转为下降0.2%，影响CPI环比

下降约0.14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中，小长假后出行

热度季节性减退，飞机票、交通工具

租赁费和长途汽车价格分别环比下

降 9.4%、7.9%和 2.7%；受国际油价变

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下降

0.8%。”董莉娟说。

从同比看，CPI上涨 0.3%，涨幅

与上月相同。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2.0%，影响CPI同比下降约 0.37个百

分点。食品中，鸡蛋、鲜果和食用油

价格分别下降 8.5%、6.7%和 5.1%，降

幅均有收窄；牛肉、羊肉和禽肉类价

格分别下降12.9%、7.5%和2.9%，降幅

继续扩大。

近段时间，牛肉价格的持续下

跌，引发不少关注。“跟去年比，肉牛

每斤下跌了 4到 5元，同比下降 30%
到 40%。”安徽阜阳兴申农牧有限公

司总经理普超群说，牛肉价格下行，

一方面是由于供大于求，近年来牛存

栏量不断增长，但市场消费需求不

旺，另一方面由于国外整体养殖成本

下降，进口牛肉价格低对本土市场造

成一定冲击。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

雪燕分析，今年 1至 5月，CPI总体低

位运行，既有翘尾因素，也有食品价

格下降的影响。前 5个月，食品价格

同比下降2.8%。

PPI环比由降转涨，同比降
幅收窄——

5月份，受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上行及国内工业品市场供需关系

改善等因素影响，PPI 环比上涨

0.2%，改变了前 6 个月连续下降趋

势。其中，生产资料价格由上月下降

0.2%转为上涨0.4%。

受国际市场有色金属价格上行

影响，国内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价格环比上涨 3.9%，其中铜冶炼、

铝冶炼、金冶炼价格分别上涨 7.0%、

3.4%、2.8%。

煤炭主产地供应偏紧，“迎峰度

夏”补库需求陆续释放，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价格环比上涨0.5%。

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政策逐步落

地见效，钢材市场预期向好，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

上涨 0.8%。

从同比看，5月份，我国PPI下降

1.4%，降幅比上月收窄 1.1 个百分

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降幅收窄

1.5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降幅收

窄0.1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物价
有望温和回升——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不管是从同

比、环比还是核心CPI变化来看，近

段时间，CPI变化都在改善，表明消

费需求处于持续恢复态势。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国内文

旅、餐饮、零售等市场需求增长、人气

旺盛，夏日消费热力涌动。商务部商

务大数据显示，假期里全国重点零售

和餐饮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9.8%。全国示范步行街客流量、营业

额同比分别增长11.7%和9.2%。

“今年以来，核心CPI涨幅保持稳

定，PPI总体低位回升，表明市场供求

关系改善，需求持续恢复。”刘雪燕说。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2024年家

政兴农行动工作方案》《推动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汽车以旧换新

补贴实施细则》；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五部门联合开展 2024年新能源汽车

下乡活动……近期以来，稳经济政策

持续发力，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提振

市场信心。

“下阶段，随着供应增加，食品价

格仍然将处于季节性低位。工业消费

品在以旧换新政策影响下，消费需求

有望回升，价格总体将稳中略升。服

务价格则在服务需求逐步恢复推动下

有望继续回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刘爱华说，综合这几个因素判断，下

阶段CPI有望低位温和回升。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记者

潘洁 魏玉坤 吴慧珺）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
——世界瞩望中国以对话推动文明和谐共生

国台办：严正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玩火

5月份物价持续平稳运行
——透视5月份CPI和PPI数据

◀6

月12

日
，消
费
者
在
山
东
省
临
沂
市
平
邑

县
一
家
超
市
选
购
蔬
菜
。

新
华
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