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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搜

白宫发布的文件显示，除了整车进口
外，关键汽车零部件（发动机、变速箱、动
力总成部件及电气组件）也会被征税。根
据《美墨加贸易协定》进口汽车的企业将
有机会证明其“美国本土含量”，并将实施
相关机制，确保25%的关税仅适用于非美
国原产部分的价值。

特朗普强调，这项政策旨在鼓励（强
迫）更多汽车制造商将工厂设在美国本
土。他还表示，正努力在国会通过法案，
争取让美国消费者贷款购买美国生产的
汽车时，能获得贷款利息的税收抵免。

美国总统还把这些关税称为“永久
性”措施，且无意协商任何豁免。他同时
嘲讽美墨加边境的汽车产业链“荒唐可
笑”，并断言他的政策将导致汽车在“单一
地点”生产。

站在一边的白宫幕僚秘书威尔·沙夫

补充称，关税将于4月2日生
效，并于次日开始征收。新
关税将在现有征税基础上加征，政府预计
这些关税每年将为美国带来1000亿美元
的新增收入。

即将受创的行业不只有汽车。特朗普
在发言中表示，还将会对木材、药品进口征
收关税。不过这些行业关税可能要等到4
月2日的“对等关税”出炉后才会落地。

新能源产业也遭到点名。特朗普表示，
美国正在重新开放煤矿，并将扩大石油、天
然气等传统能源的生产。他特别强调“不喜
欢风能”，声称这种发电方式“破坏景致”，价
格昂贵，且在“海里看上去很可怕”。

可能令市场感到一丝宽慰的是，特朗
普强调4月2日实施的“对等关税”将会出
人意料地宽松，但会对“所有国家”实施，
这一点与本周的媒体爆料有所出入。

近段时间，重庆市江北区一个原本寻
常的观景平台因山城“魔幻”的轨道交通
成为了新晋热门打卡点。

“来了，来了，快摆好姿势！”每当江对
岸的列车缓缓驶过，观景平台上便瞬间沸
腾，欢呼声此起彼伏。游客们纷纷张大嘴
巴，屏息凝神，只待列车驶过的一刹那，镜
头中便定格下将列车“吞”入口中的画
面。开年以来，这个创意十足的错位拍摄
掀起了一阵模仿热潮，这条轨道交通线路
也被游客戏称为山城“必吃榜”之一。

“我来到重庆后，第一站就直奔这
里。这种打卡方式新奇、有趣，很有重庆

‘辨识度’。”安徽游客胡容容说。
重庆轨道交通如此“出圈”已不是第

一次。在李子坝站看列车穿楼而过；乘坐
“开往春天的列车”穿越山间花海；看列车
驶过大桥冲破云雾……轨道交通何以变
成“流动”的城市名片？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
副教授时朋飞说，重庆轨道交通与不可复
制的“8D魔幻”地形相辅相成，体现了城
市交通建设和地理禀赋的共生美学。通

过“打卡”轨道交通，游客可以深度感知山
城的立体之美。

这一轨道“奇观”源自建设者“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的智慧。重庆市轨道交通2
号线，是中国首条开通运营的跨座式单轨
线路，这种轨道交通制式爬坡能力强、节
省土地、景观性好，非常适合山多坡陡、道
路崎岖的重庆。

在李子坝观景平台，西班牙游客安东
尼奥兴奋地用手机拍下“列车穿楼”的画面
并发给远在欧洲的朋友。“重庆的交通设施
太‘疯狂’了，在欧洲，我从来没看见过这种

场景，因此我想把这些新奇的体验分享给
朋友们。我也推荐他们一定要亲身感受一
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安东尼奥说。

“列车穿楼”“吃轨道”等场景“出圈”
后，重庆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游客的
游玩体验。以前，游客们看“列车穿楼”常
常挤占马路，容易造成交通拥堵。为满足
游客观光需求，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李子
坝站修建了观景平台，对站点环境进行美
化，还打造了重庆轨道游客服务中心和李
子坝文创主题馆，实现“从站点到景点”的
转化。

科技赋能下，更人性化的智慧列车也
向游客驶来。车厢搭载“无线+USB”充电
装置，可一次性为30部电子产品充电；车
窗全面转型升级，可通过纳米电容触摸膜
支持人机交互，展示重庆景点美食……去
年投入运营的重庆轨道交通18号线主题
列车一亮相就成“爆款”，不少乘客感叹

“再也不用担心乘车没电了！”
“网红”场景要实现“长红”，需在提升

服务质量和游客体验上持续发力。时朋
飞表示，要注重“网红”打卡点周围场景的
活化，增设便民设施以及有特色的业态，
培育长效IP，将“拍完就走”的视觉奇观转
化为可停留、可消费的文化空间。

近日，“吃轨道”观景平台有了正式的
名字——“江北a～台”，该命名灵感正来
自游客们打卡时张大嘴的统一姿势。江
北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江北将进
一步做好“江北a～台”周围交通保畅、设
施完善、消费场景搭建等配套工程，构建

“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文旅消费新场景，
以“网络流量”带动“消费增量”。

据新华社

轨道交通为何登上重庆“必吃榜”？

特朗普宣布对进口汽车加征最高25%关税

全球汽车贸易迎来“黑暗时刻”
北京时间周四清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椭圆形办

公室宣布，将对所有不在美国本土制造的汽车，以及特
定汽车零部件加征最高25%关税。

他在直播活动中说：“我们从2.5%的基础税率开
始，也就是我们目前的税率，然后提高到25%。”

“永久性”措施 无意协商任何豁免1

受到特朗普政策宣言影响，美国福特
汽车盘后下跌超4%，通用汽车跌超5%、
特斯拉上涨超2%、Stellantis跌超4%，丰
田、本田、法拉利等外国生产商也在盘后
下跌。

特朗普表示，在宣布政策前已经与美
国本土的三大汽车巨头进行过交流，并强
调这些公司已经计划将零部件制造部门
迁回美国。数据显示，通用汽车的汽车产
能有37%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Stellan-
tis的风险更大，公司在美国销售的汽车
至少有45%来自海外生产。

分析指出，特斯拉受到关税的影响会
小于多数竞争对手，因为公司在美国销售
的汽车全部由加州和得州的工厂组装。
不过特斯拉仍将受到汽车零部件进口征
税的影响。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墨西哥和加拿
大、欧盟和日本这些传统美国盟友，都将
受到汽车关税的重击。

在特朗普发布声明后，加拿大商会迅
速发表声明怒斥特朗普“损人不利己”。
声明指出，在边境两侧牺牲数万个工作岗

位，意味着放弃北美在汽车行业的主导地
位。特朗普的政策反而会促使企业在其
他任何地方建厂。这次征税会使得工厂
和工人面临“可能延续几代人的风险”，甚
至是永远。

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也表示，他
已告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他支持实
施报复性关税，将确保给美国人民造成尽
可能多的痛苦。

美国是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本田、
日产、马自达和斯巴鲁的最大市场，这些
公司虽然在美国有生产网络，但仍依赖国
际贸易。丰田去年在美国销售的230万
辆汽车中，约有100万辆是在国外制造
的。

除日本外，韩国也是向美国出口汽车
的主要经济体。韩国汽车制造商在2024
年向美国出口了143万辆汽车，占该国
278万辆汽车总出口量的一半以上。

随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
声明，对特朗普的决定深表遗憾，并表示
欧盟将评估这一决定，同时也会一同评估
美国未来几天考虑采取的其他措施。

传统美国盟友 都将受到关税重击2

不少市民、游客在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的
观景平台上打卡拍摄。 新华社发

通过错位拍摄，“列车穿楼”的场景被
演绎为“吃轨道”。 （受访单位供图）

美国商会高级副总裁约翰·墨菲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宣布的关税
将损害而不是帮助美国汽车工业，危
及美国的许多就业机会，并导致美国
汽车制造业空心化。这些汽车关税是
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铝和商品
关税之上征收的。预计 4 月 2 日还将
开始征收更多的对等关税，汽车领域
的关税堆积如山，令人生畏。”

毕马威高级经济学家肯·金周三
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业内估计新车的
价格上涨幅度在2000美元至10000 美
元之间，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将比目前
48500美元的平均价格上涨20%。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一般经济学
副总裁斯科特·林西科姆表示，汽车关
税不仅会提高汽车价格，还会损害美
国的汽车制造商利益。

美国商会：将损害而不是帮助美国汽车业

当地时间 26 日晚，欧盟委员会主
席冯德莱恩发表声明称，加征关税对
企业不利，对美国和欧盟的消费者同

样不利。她表示，欧盟将继续通过谈
判等方式寻求解决方案，保护欧盟企
业、工人及消费者的利益。

欧委会主席：将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

加拿大总理卡尼26日在安大略省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关税是对加拿
大工人的“直接攻击”，违反了“美国-墨西
哥-加拿大协定”（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将

研究应对措施，包括可能采取的报复性关
税。卡尼还称，该关税“完全没有道理”。

“（我）将于27日召开内阁会议，讨
论我们的贸易选择。”卡尼补充称。

加拿大总理：可能采取报复性关税

日本首相石破茂 27 日表示，不排
除对特朗普政府的25%进口汽车关税
采取反制措施。“我们必须考虑合适的
应对措施，自然，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
围内，”石破茂周四在议会表示，“底线
是我们必须考虑什么最符合日本的国

家利益。”汽车行业是日本经济及日美
贸易的重要支柱。去年，汽车和汽车
零部件占日本对美出口的 1/3 以上。
日本汽车股周四大跌，关税消息传出
后，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丰田一度下
跌4%。

日本首相：不排除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

3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主
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记者提问，美
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所有进口汽车征
收25%关税，这将如何影响中美合作？

“我们注意到，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已
经纷纷作出了回应。”郭嘉昆表示，贸

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没有哪个国家
的发展繁荣是靠加征关税实现的。美
方的做法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损害以
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各国人
民的共同利益，也无益于解决自身的
问题。 据央视、财联社等

中国外交部：美方做法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回 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