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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總訪美之行
定調十年關係

美方「四攬子」問題 總體關係排首位

經歷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就任後的高開低

走，中美關係翻過2010年困難重重的一頁，

邁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開端後，即將展開

一場舉世矚目的外交盛事。隨 中國國家主

席胡錦濤對美國的國事訪問進入倒數，中美

雙方已定下各自基調，核對「胡奧會」議題

清單，並為起草體現訪問成果的文件，展開

最後一次推敲與協調。中美問題專家向香港

文匯報指出，此次胡錦濤主席訪美，將是中

美關係在新十年的「定調之旅」，很可能在

經貿等領域取得新成果，擴大利益交匯面，

為發展兩國關係進一步奠定基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何凡

在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時，中美兩國發表
《中美聯合聲明》，就推進新時期中美關係發展達成一
致。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向記者透露，中國國家主席胡
錦濤訪美期間，兩國有望公佈一份聯合聲明。

逐字逐句敲定聯合聲明
目前中美高層官員仍在逐字逐句敲定這一文件。另據

中國外交部高層人士證實，針對此次訪問，中美雙方正
在起草文件，體現訪問的重要成果。不過，被問及此事
時，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多尼隆稍有遲疑後表示，不願在
訪問展開之前對此做出評論。
洪博培指出，「胡錦濤主席下周訪美，是兩國領導人

第一次代表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最大的軍事實力
體、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以及生產力最強的兩個國家
的會面。」 他認為，美中關係不論現在還是未來都會健
康發展。

「美中願求同存異」
洪博培對於美中關係的定義是「良好且值得尊敬的」。他認為，美中有 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

景，彼此差異使得兩國存在不同意見，關係不可能一帆風順。「但真正使我們在一起的，就是
雙方有共同的利益所在，以及雙方在政治上有這樣的意願，願意求同存異，解決一些問題。」
洪博培表示，美中雙方在意見不同時需要以平等為基礎，以開誠佈公、友好、相互尊重的態

度來解決問題。「我們可以把美中大關係分為很多部分，由專門的專家來解決其中的問題，而
雙方更主要的精力關注於根本性的大問題、彼此利益所在。」

或需討論至最後一刻
中國外交部高層人士透露，中美雙方確實在起草一個文件，以體現此次訪問的重要成果。而

文件的內容、形式、標題等，則依然在磋商過程之中。洪博培表示，文件有可能會持續討論到
最後一刻。
據了解，在中美兩國關係的歷程中，曾經形成了三份重要的政治文件，即中美之間的三份聯

合公報。三份聯合公報都是在兩國關係發展的重要節點上達成的，成為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的政
治基礎。

駐美大使：推進新時期中美關係

胡錦濤：美元主導貨幣體系過時

據中新社16日電

中國駐美國大使張
業遂(見圖)當地時
間15日在華盛頓接
受中國常駐美國主
要新聞媒體聯合採
訪時說，胡錦濤主
席即將對美國進行

的國事訪問是推進新時期中美關係的重
大外交行動，意義深遠。

對話合作 兩國關係主流
張業遂說，應奧巴馬總統邀請，胡錦

濤主席將於1月18日至21日對美國進行
國事訪問。今年是中美重新打開交往大
門40周年，也是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開
端。當前，中美關係處在一個重要時
期。兩國在各領域的合作取得了積極進
展，但也面臨一些新的挑戰。胡主席此
時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對推進新時期
中美關係具有重大意義。
張業遂指出，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關

係保持了總體穩定，取得了很大的發

展。如今，中美關係已經成為當今世界
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兩國對話溝通
密切，經貿聯繫緊密，人員往來頻繁，
合作領域廣泛。兩國共同利益遠遠大於
分歧，對話與合作是兩國關係的主流。
張業遂強調，中美國情不同，社會制

度、歷史文化和發展階段有別，兩國在
一些問題上存在不同看法和分歧是正常
的，關鍵是雙方要尊重和照顧彼此的核
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堅持通過平等對話
與磋商妥善處理。
張業遂說，在全球化持續深入發展、

各種全球性挑戰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我
們需要用新的眼光來看待中美關係。中
美關係不是零和遊戲。只要雙方共同努
力，加強對話，增進互信，拓展合作，
就能實現共贏。
「我認為，一個穩定和不斷發展的中

美關係，不僅對中美兩國人民有利，也
有利於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
與發展。」張業遂說：「胡錦濤訪美將
有力地推動中美關係在更高水平上向前
發展。」

外交禮賓待客之
道，既是一個國家外
交禮節的重要組成部
分，亦往往能折射出
主賓國對訪客及其所
在國的重視程度。美
國白宮方面向記者證
實，此次中國國家主

席胡錦濤訪美日程計劃中，美國總統奧巴
馬將在18日、19日連續與他夜宴。此
外，中美兩國元首的聯合記者會上，記者
的提問將「限時限量」，中美記者將享受
平等待遇，各提出兩個問題。

白宮早前公佈消息稱，19日晚，美國
總統奧巴馬將偕妻子米歇爾在白宮設國
宴，宴請胡錦濤主席一行。這將是他就任
總統以來為來訪的外國元首舉行的第三次
國宴。是次「國宴」由美國第一夫人米歇
爾主持籌備。

最新消息顯示，胡錦濤主席抵達華盛頓
當晚，奧巴馬便將在白宮為他舉行小範圍
晚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多尼隆(見圖)向
記者指出，出席此次晚宴的除奧巴馬和胡
錦濤以外，美方將只有國務卿希拉里和國
家安全顧問多尼隆本人，中方也將按規格
派人隨胡錦濤出席。而奧巴馬的夫人和胡
錦濤的夫人都不會出席，美國副總統拜登
等任何其他官員也都不會在場。

多尼隆表示，這一不同尋常的、非正式
的晚宴，將令雙方有更多坦誠的交談。而
19日是胡錦濤訪美的活動重點。

白宮罕見預演歡迎儀式
據中新社15日電 早在去年11月，奧巴

馬在首爾與胡錦濤會面時，就親自將這次
訪問定位為「美中關係和美國外交的頭等
大事」。

據知，這次是美方主動提出將訪問定位
為最高規格的「國事訪問」。屆時，美方
將作出全套正式外交禮儀和典禮，包括隆
重的歡迎儀式、鳴放禮炮、會談會見、國
宴等。這是奧巴馬上任以來繼墨西哥和印
度之後，接待的第三次國事訪問。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告訴1月初到訪的中
國外交部長楊潔篪，美方正「勤奮」地進
行相關準備。而在白宮，第一夫人米歇爾
正在主持籌備是次「國宴」，不知是否有
意，奧巴馬華裔「女軍師」陳遠美在1月
5日被委以「第一夫人幕僚長」重任，她
要準備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胡錦濤訪美。陳
遠美在就任後表示，已經開始與白宮其他
工作人員一起，為接待胡錦濤的國宴制定
賓客名單。

據知情人士透露，白宮對這次胡錦濤來
訪的禮賓籌備工作非常細緻，包括雨天、
大霧、大雪等惡劣天氣的應急方案。1月13
日上午，白宮還在南草坪進行了一次隆重

的歡迎儀式的預
演，這對熟諳流
程的白宮而言也
是非常罕見的。

訪小奧「第二故鄉」 側重人文交流
芝加哥將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

計劃中除華盛頓外的重要一站。對此，
有專家指出，中國領導人此前訪美，經
常將訪問城市安排在美國東、西兩岸，
此次訪問安排了地處美國腹地的芝加
哥，具有多重意義。
其一是與訪問華盛頓時側重闡述

中國在政治、宏觀經濟、安全等
議題上的政策立場不同，胡錦
濤主席一行轉赴芝加哥後，將
突出鼓勵促進產業經濟合
作、人文交流的重點；二是

在參觀當地孔子
學 院 等 活 動

中，能親自踐行公共外交，近距離接
觸普通美國民眾；三是到訪奧巴馬曾
經生活20餘年的老家，客觀上將為今
後兩國元首的溝通互動增添話題。

香港文匯報訊 將於本周二對美國進
行國事訪問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出訪前接受美國報章訪問指，以美元主
導的貨幣體系已是過時產物，又認為美

元匯率應保持在一個合理及穩定的水
平。
胡錦濤又說，要令人民幣成為國際貿

易結算貨幣，過程將會相當漫長。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中國前駐美大使周文重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採訪時指出，此次中美雙方要討論的問題很多，

最主要的應是確定中美關係今後十年合作的內涵。胡錦濤主
席即將對美國的訪問，將為中美關係的發展確定方向，增添
新動力。在本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美雙方做到了以合作為主
線。「我相信這在第二個10年也可以做到。」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多尼隆向記者表示，美中雙方討論議題

分別歸類於四個籃（攬）子中。他指出，最為首要的議題是
總體雙邊關係，包括關係的基調、目標、合作領域及如何看
待未來10至20年的關係發展走向；第二個籃子議題是安全和政
治問題，包括朝鮮、伊朗和蘇丹等國際問題，以及在美防長
蓋茨近期訪華後的美中軍事聯繫。
多尼隆稱，美方重視「經濟外交」的展開，促進中美互利

共贏的經貿問題是第三個籃子議題。雙方將討論宏觀經濟、
匯率升值及經濟再平衡。此外，包括人權問題在內的全球性
議題被劃分在第四個籃子。

經貿合作成果可期
著名美國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向

香港文匯報指出，在此次胡總出訪中，加強經貿關係方面將
佔據很重的份量。經貿關係是穩定中美關係的基石，並持續
為雙邊關係注入活力。
周文重亦表示，經貿關係依然是未來10年中美合作的一個積

極因素。他指出，中美雙方互為對方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國，
兩國企業家的積極性都非常高，中美經濟的互補性很強，不
形成直接競爭關係。

人文交流日趨密切
周文重認為，中美超越分歧、相互借鑒的意願不斷上升。雙方在政治、人文等領域交流都日

漸增強；雙方在維護國際和地區形勢的穩定、反恐、氣候變化、安理會改革等問題上也有廣泛
的共同利益。
周文重表示，每年有200多萬人往返於兩國。此外，兩國互派留學生每年達10萬人左右，雙向

交流更加明顯。美方在四年輸送10萬學生留學中國的計劃也正在穩步推進。
王緝思指出，推進合作應成為21世紀第二個10年中美關係的主旋律。

駐華美使：
美中聯合聲明起草中

■前駐美大使周文重指，中美
關係仍以合作為主線。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王緝思認為，中美經貿合作成
果可期。

■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透露，兩國
正起草聯合聲明。

■白宮罕見地預
演歡迎儀式。

奧巴馬兩設夜宴
款待胡錦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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