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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康定市第二人民医院发出生

医学证明，证号：S510268448，遗

失作废。 新生儿姓名：张歆柔

康定县康朋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法定代表人章，法定代表人姓

名：罗孟强，编号：513321500345

9，遗失作废。

康定县康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社记者 刘亚南

过去几年，严重依赖进口的美

国纺织服装行业已然承受供应链调

整的巨大压力。今年以来，特朗普政

府推出包括所谓“对等关税”在内的

一系列新关税措施，给这一行业带

来更大冲击。

半年一度的纽约纺织服装展日

前开幕，主办方在展会首日安排了

两场与关税和供应链相关的对话和

研讨活动，现场座无虚席，部分观众

站立旁听。

美国时尚行业协会总裁朱丽娅·

休斯在活动中表示，当前供应链充满

不确定性，所有人都将“不确定性”作

为描述行业决策困难的关键词。

特朗普4月2日宣布开征“对等

关税”，引发市场动荡。在多方压力

下，特朗普4月9日宣布暂缓对部分

贸易对象征收高额“对等关税”90

天，但维持10%的“基准关税”。7月7

日，特朗普又宣布将“对等关税”暂

缓期截止日期延长至8月1日。由于

美国仅与少数贸易伙伴达成协议，8

月1日后适用的关税税率仍未确定，

这可难坏了需提前几周甚至几个月

下单订货的美国采购商。

休斯表示，关税最终确定之前，

企业难以决定如何分散风险。即便

决定调整供应链，效果也并非立竿

见影，因为新工厂不可能在一夜之

间建成。

纺织服装行业的供应商通常利

润微薄，加征关税后成本必然增长。

休斯表示，价格毫无疑问将会继续

上涨。

美国格林伯格－特劳里格律师

事务所国际贸易业务律师劳拉·拉

比诺维茨表示，美国零售商和进口

商已经感受到现有关税政策带来的

财务压力。“与我有业务往来的零售

商每月、每季度都在跟踪其增加的

成本和支出，这些数字令人震惊，非

常高。”

总部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的“特特

尔森”服装公司销售及营销副总裁克

里斯·沃伦表示，关税方面的不确定

性持续，使得采购决策变得复杂。

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

时装设计品牌“马塔戈尼”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埃琳娜·布兰迪贝里表

示，成本上升可能导致偷工减料和价

格上涨，所有的东西都将变得更贵。

休斯认为，“美国制造”仍面临

结构性障碍。她说，近期一些采购商

虽然在美国找到了供应商，但供货

价格是其他国家的两倍，短期内恐

难以替换。

国际服饰联合会此前表示，纺

织服装行业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

业之一，大幅加征关税会对其造成

直接威胁。美国征收高关税难以带

来回报，指望借此让生产大规模回

流美国不现实。

新华社纽约7月27日电

关税不确定性让美国
纺织服装业“压力山大”

第二届中拉人权圆桌会日前在巴

西圣保罗举办。本届圆桌会以“中拉命

运共同体与人权事业发展”为主题，来

自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130 余位人权领域官员、专家学者及

有关社会组织、智库、媒体代表参会。

与会学者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

中国人权理念，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

促人权的中国实践为拉美国家提供有

益借鉴。中拉在平等尊重原则上开展

合作，成果惠及双方人民，为全球人权

治理提供全新范式、贡献“南方智慧”。

中国人权实践启示拉美

与会拉美学者认为，中国一直以

来倡导以发展促人权的理念，强调以

人民为中心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以

真正的多边主义与世界共享发展机

遇，为面临贫困反弹、经济增长乏力等

问题的拉美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多米尼加圣多明各自治大学政治

学教授路易斯·冈萨雷斯认为，中国打

赢脱贫攻坚战是当今世界人权领域最

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使贫困地区获得

新的活力和发展机遇。拉美国家应立

足本土实际，学习借鉴中国人权理念

和实践。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天主教大学教

授雅维耶·巴德利说，以发展促人权的

理念契合不少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发

展滞后等现实，中国坚持不干涉政策

和互利共赢合作，为拉美国家探索以

维护国家主权与发展权利为前提的人

权道路提供重要启示。

巴西佩雷拉·帕索斯城市规划研

究所所长埃利亚斯·雅博尔说，中国以

制度创新实现减贫，启发拉美国家进

一步推动把“发展”落实到“人”。

近年来，环境权、数字时代的人权

保障等议题在中拉人权对话中越来越

受到关注。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政

治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玛丽安娜·

埃斯卡兰特看来，中国环境治理取得

显著成效，拉美国家可以从政策协调、

环境科技应用以及清洁能源投资等方

面汲取有益经验。

共绘中拉人权合作新图景

中拉学者认为，中拉双方在人权

理念、实践路径和全球治理议题上有

众多契合点，向世界展示了全球南方

在人权治理方面的合作成果和有益经

验。

巴拿马大学运河和国际关系学院

副院长琼斯·库珀说，中国倡导建立互

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是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也是

拉美国家的重要伙伴，中拉合作在拉

美人权事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建设性作用。

与会专家认为，伴随着中拉关系

越来越紧密，中拉合作通过一个个具

体项目付诸实践，为拉美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好处，也为拉美人权事业发

展提供了助力。

巴德利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

合作、金砖机制等平台，助力拉美国家

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

化建设等关键民生项目，这为拉美地

区人权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他

表示，不同于西方惯于附加政治条件

和干涉内政的做法，中拉合作为拉美

提供了相互尊重、互不干涉的合作路

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

长、学部委员莫纪宏指出，中拉在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等多维度构

建起全方位合作框架，不断夯实人权

治理合作的制度基础与实践支撑。中

拉在全球人权治理领域的合作为国际

社会提供良好范例，展示了发展中国

家在人权治理方面的合作成果和经

验。

与会专家认为，未来中拉人权合

作应在尊重主权、互利共赢基础上，持

续拓展可持续发展项目，深化文化与

技术交流。玻利维亚圣西蒙大学副校

长格雷比·里奥哈说，中拉可以通过深

化多边对话、健全合作机制、促进民间

交流以及加强教育培训等举措，进一

步推进人权合作。

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新发展

与会专家指出，作为全球南方的

重要力量，中国与拉美国家应以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发展合作共识，

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的理念，推动全球人权治理

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

展。

阿根廷拉努斯国立大学当代中国

研究课程主任古斯塔沃·希拉多（中文

名何广思）认为，作为全球南方成员，

中拉之间尽管存在历史文化差异，但

在人权价值观、发展诉求和治理目标

上有着高度共识：坚持发展权优先，尊

重文明多样性，同时也都面临传统安

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等共同挑

战。

他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应携手突破

西方在人权领域的“话语霸权”，呼吁

国际社会重视全球南方诉求，构建更

加多元、平等的人权治理体系。

专家认为，互相尊重、互惠互利的

中拉合作正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新范

式。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大学教授米凯

拉·奥韦拉尔指出，中拉合作强调相互

尊重主权和各自发展道路，重视提升

人民发展权利，通过密切的经济联系、

政治对话和文化交流应对全球人权挑

战，“以全球南方的共同立场共建人类

未来”。

本月 8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59届会议通过中国主提的“发展对享

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拉美专家认

为，这一决议意义重大，表明全球南方

正摆脱美西方所谓“人权叙事体系”，

走出一条以发展促人权、以合作求共

赢的新路径。

南方共同市场议会公民权和人权

委员会主席维多利亚·东达说，西方国

家长期以来打着“人权”的旗号发动干

预、制裁甚至战争，这是新形式的殖民

话语霸权。全球南方有权参与定义人

权的含义和保障方式，“我们需要真正

思考，怎样的治理体系才能让全人类

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新华社圣保罗7月27日电

中拉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南方智慧”
◎新华社记者 陈昊佺 席玥 杨家和

7月25日，在巴西圣保罗，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常务副校长塞萨尔·马丁斯在

第二届中拉人权圆桌会上发言。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