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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关税阴霾下的欧美经贸关系近期
又起风波。欧盟委员会日前发布新闻公
报，认定美国苹果公司和元宇宙平台公司
违反 《数字市场法案》，要求其限期整改
并支付数亿美元罚款。美方对此激烈回
应，称欧盟此举是“经济勒索”，表示不
会容忍这类贸易壁垒存在。

观察人士指出，欧盟正围绕关税争端
与美国展开谈判，但也准备了多种反制手
段。双方磋商至今未取得成果，跨大西洋
关系暗流涌动。

对美科技企业开刀
被美指“经济勒索”

根据公报，欧盟对苹果和元宇宙分别
处以 5 亿欧元和 2 亿欧元罚款，且须在 60
天内落实整改，否则可能面临进一步罚款。

对此，美国政府反应激烈，直接攻击
欧盟相关监管法案，声称这类法规专门损
害美国公司，将被视为贸易壁垒，美国不
会容忍这种新的“经济勒索”。

业内人士指出，这是 《数字市场法
案》生效以来欧盟首次开出罚单，且宣布
处罚的时间“恰好”在欧美寻求谈判的

“关税战”静默期，其背后深意引人遐思。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弗
格森说，《数字市场法案》 可能成为欧盟
对美国公司的一种征税形式。美国游说团
体“进步商会”欧洲高级主管凯·哈齐
米-杰贝利表示，欧盟的罚款标志着跨大
西洋贸易冲突升级，美政府应该对该法案
提高警惕。

欧盟委员会此前表示，其数字规则不
属于与美方关税谈判的讨论内容，意指不
会因美施压而放松监管力度。多位欧洲人
士表示，罚款争端和欧盟对数字产业加强
监管将给关税谈判火上浇油，可能加剧欧
美贸易摩擦。

反制留有后手
“关键武器”剑指服务贸易

观察人士认为，欧盟内部对加强对美
科技监管呼声较高，若贸易冲突升级，欧
盟可能考虑在反胁迫工具和法律监管框架
内，针对美科技巨头采取反制措施。

根据 2023 年年底正式生效的欧盟反
胁迫工具，欧盟将对试图以经济压力胁迫
成员国改变政策的第三国采取报复措施。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
格说，反胁迫工具是欧盟“可以采取的最
强有力措施之一”，这一“最强大武器”
已摆在桌面上。欧盟在服务贸易领域对美
存在约 1000 亿欧元逆差，美国科技巨头
约有30%的利润来自欧盟市场。数字服务
领域的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将成为美国升

级关税措施后欧盟的反制目标。
此外，2022 年通过的欧盟 《数字服

务法案》与《数字市场法案》被视作针对
美科技巨头多年在欧洲“野蛮生长”的强
硬回应，或将成为欧美数字领域博弈的法
律依据和欧盟强化数字领域主权的突破
口。尽管美政府曾威胁将报复欧盟针对美
国科技企业的做法，但欧盟维护数字主权
的决心很坚定。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
告诉新华社记者，这两部法案可限制企业
数据处理、广告定向、并购等行为，具有
不需要对外谈判、政治上更可操作、公众
舆论支持度较高等优势，但可能引发美方
报复或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观察人士指出，亚马逊、微软等美国
科技巨头都高度依赖欧盟市场。作为反制
措施，欧盟可削弱对美企知识产权的保护
力度，还可通过监管手段限制美科技巨头
在欧业务。

谈判“远未达成协议”
多管齐下“去美国风险”

欧盟近期数次对美游说均未能达到预
期效果，相关提议均遭冷遇。观察人士认
为，关税谈判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结果，欧
盟在短期内解决贸易争端的努力正面临越
来越大挑战。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近日访美，未能改
变美方在关税问题上的立场。欧盟委员会

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日前
在美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时表
示，美国和欧盟的谈判“远未达成协议”，双
方仍需付出大量努力才能有所成效。针对
美方关注的增值税和农业补贴问题，欧盟
明确表示并非贸易壁垒，不属于谈判范畴。

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陡增，促使
欧盟采取多重策略减少对美依赖。

首先，欧盟加速构建“去美国风险”
经贸合作网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近日接受英国 《金融时报》 专访时表示，
无论欧美谈判结果如何，美国贸易政策都
已对全球贸易格局造成深远影响，推动欧
盟加快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

其次，欧盟推动多项支持措施落地，
为受美关税政策影响的钢铁和汽车业“托
底”。3月以来，欧盟推出涉及汽车行业的
行动计划以及“钢铁与金属产业行动计
划”等扶持本土产业。

再次，欧盟尝试在国防安全、货币支
付和信息通信等关键领域摆脱“美国附
庸”地位，重塑战略自主。欧盟3月提出
8000 亿欧元“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和

《2030年准备就绪》白皮书，旨在加强欧
盟防务自主，重点扶持本土国防工业和武
器生产。在数字主权方面，欧洲央行此前
多次强调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的重要性，
呼吁推动数字欧元项目，以增强欧洲在数
字和支付领域的战略自主权。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29日电）

“关税战”静默期 欧美贸易摩擦暗流涌动
新华社记者 单玮怡 丁英华 张兆卿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 魏玉坤 张晓洁） 国家

发展改革委会同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29日发布《关于开展市
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 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通知》，
进一步大力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全面清理和整改违规设置市场准
入壁垒的各类不合理规定和做法，建立健全线索归集、核实整
改、案例通报等长效机制，让“非禁即入”落地生根，营造公平
的市场准入环境。

本次清理整治的重点是，以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
文件、其他政策性文件等形式设立和实行的违反市场准入制度要
求的各类规定文件，以及各级政府违规设置市场准入壁垒的各类
做法情形。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清理整治的主要步骤
包括：

一是对涉及市场准入的各类规定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对违规
增设准入事项或条件、违规扩大准入范围等情况，要一律纠正；
对既无上位法依据，又无相应法定程序设立的市场准入规定，要
一律废止。

二是开展线索归集，通过政府部门自查、公开征集等方式，
全面归集各类渠道获得的问题线索。

三是进行个案核实整改，各省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商务、市场
监管部门，对各类渠道归集的问题线索进行汇总，推动辖区内各
级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限时核实整改。

四是典型案例公开通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程序对问题线索
核实整改情况进行审核后，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公开通报、向社会
公示，并同步纳入全国城市信用监测范围。

本次清理整治行动邀请新华社全程参与宣传报道和舆论监
督，共同建立线索共享、案例同查、典型共报、经验同推工作机
制，助力负面清单落地落实，进一步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据介绍，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积极破除各种
形式的市场准入壁垒，累计向社会公开通报7期115个违背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典型案例，破除了一批基层政府关注、经营主体关
心、人民群众关切的市场准入障碍，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
入权利。

我国将开展市场准入
壁垒清理整治行动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 张晓洁 魏玉坤）记者4
月29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印发
通知，会同财政部及时向地方追加下达今年第二批810亿元超长
期特别国债资金，继续大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今年以来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市场需求十分旺盛，多数地区
首批补贴资金使用比例已达到较高水平。截至4月27日24时，全
国汽车以旧换新281.4万辆，12类家电以旧换新4941.6万台，手机
等数码产品购新3785.5万件，家装厨卫“焕新”4090.6万件，电动
自行车以旧换新超 420 万台，带动相关消费品销售额约 7200 亿
元，支撑一季度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发挥“两
新”部际协调机制作用，强化统筹推进和跟踪调度，督促各地
各有关部门加快已拨资金审核兑付，切实减轻企业垫资压力，
确保真金白银优惠直达消费者，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发挥
更大效果。

今年第二批810亿元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下达

4月29日，在山东省荣成市石岛渔港，
一艘渔船归港准备休渔（无人机照片）。

随着 2025 年伏季休渔期临近，各海
域渔船陆续进港，提前做好准备，迎接休
渔期。

5 月 1 日 12 时起，我国渤海、黄海、
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海域将全面
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

新华社发（王福东 摄）

渔船回港迎休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