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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當地
時間19日上午在白宮舉
行隆重儀式，歡迎中國
國家主席胡錦濤對美國
進行國事訪問。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美國總統奧巴馬

當地時間19日上午在白

宮舉行隆重儀式，歡迎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

美國進行國事訪問。胡

錦濤在歡迎儀式上致辭

時指出，當今世界正處

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

時期，求和平、謀發

展、促合作已經成為不

可阻擋的時代潮流。他

提出中美夥伴合作應基

於 互 相 尊 重 等 4 點 意

見，希望開啟兩國夥伴

合作新篇章。奧巴馬則

稱，胡錦濤訪美為中美

關係未來30年奠下基

礎。

歡迎儀式上，樂隊高奏中美兩國國歌，禮炮鳴21響。胡
錦濤在奧巴馬陪同下檢閱了儀仗隊。

奧巴馬致辭時表示，胡主席此次訪美將為兩國關係在未
來30年奠下基礎。胡錦濤致辭時強調，他這次訪問美國，
是為增進互信、加強友誼、深化合作、推動21世紀積極合
作全面的中美關係繼續向前發展而來。

合作成果為兩國人民帶實在利益
胡錦濤說，中美建交32年來，兩國關係已經成長為具有

戰略意義和全球影響的雙邊關係。奧巴馬總統就職以來，
在雙方共同努力下，兩國各領域合作成果豐碩，中美關係
得到新的發展，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為世
界和平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胡錦濤指出，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開始之際，中美兩國

人民都期待中美關係發展得更好，各國人民都期待世界發
展得更好。面對新形勢新挑戰，中美兩國擁有廣泛的共同
利益，肩負 重要的共同責任。雙方應該登高望遠、求同
存異，共同推動中美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胡錦濤亦就
中美夥伴合作提出4點意見(詳見另表)。「我希望通過這次
訪問，推動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開啟兩國夥伴合作
新篇章。」
歡迎儀式結束後，兩國元首將舉行會談，就中美關係和

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根據當天活動日程，胡錦濤同奧巴馬在會談後將會見中

美兩國企業家，然後兩國領導人還將共同會見記者。之
後，胡錦濤將出席美國副總統拜登和國務卿希拉里舉行的
午宴。當晚，胡錦濤將出席奧巴馬在白宮舉行的國宴。

中美合作4意見

★ 中美夥伴合作應該基於相互尊重。

雙方生活在一個越來越豐富多彩的

世界之中。中美兩國要尊重彼此對

發展道路的選擇，尊重對方核心利

益，通過溝通加深了解，通過對話

增進互信，通過交流擴大共識。

★ 中美夥伴合作應該基於互利共贏。

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

的前途命運聯繫在一起，中美交往

更加緊密，交流互鑒應該成為雙方

的共同選擇，合作共贏應該成為雙

方的相處之道。

★ 中美夥伴合作應該基於共迎挑戰。

中美兩國應該就國際事務加強溝通

和協調，合作應對各種全球性挑

戰，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

獻。

★ 中美夥伴合作應該基於人民廣泛參

與。中美兩國人民相互懷有深厚的

友好感情，曾經在決定人類前途命

運的重大歷史關頭並肩戰鬥。兩國

人民應該擴大交往、加強友誼，為

中美關係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胡總：合作基於尊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中國國際問題研
究所所長曲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經過雙
方工作層面複雜的磋商推敲之後，一份重要的中美聯合聲
明有望在此次「胡奧會」後發表。關於中美雙邊關係的定
位，能否在目前「積極合作全面」之上更進一步，是此份
聯合聲明的重要看點之一。而在個別敏感性問題上，聲明
文本或將採用具有建設性而相對模糊的措辭。至於此份成
果性文件的意義能否向此前三個中美聯合公報看齊，取決
於美方是否願真心承諾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
曲星認為，胡錦濤主席和奧巴馬總統此次會面，將帶來

許多積極成果，為中美關係定下合作共贏的主旋律。
他表示，此次「胡奧會」可能取得的實質性成果，主要

有五方面：一是中美關係的定位，可能在聯合聲明中有更
為積極的表述；二是在兩國經貿合作方面，將有很多大金

額協議的簽訂伴隨而來；三是在中國的核心關切問題上，
如美對台軍售、西藏問題等，中方將加深美國對嚴重性、
敏感性的認識；四是在全球性的問題上，比如在朝核、伊
核、氣候變化、反恐等領域，雙方在充分交流後，有望在
一定程度上達成共識；五是在中美軍事領域方面，以往兩
軍的實質性交流較少，此次可能在增進合作關係上有所建
樹，如加強軍事交流的機制化等。

簽署取決會談氛圍
曲星表示，雙方在一些敏感問題上依然存在分歧，預計

聲明文本可能採用具有建設性而相對模糊的措辭。而北京
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認為，兩國相關人員均已
做好文件簽署的準備，但最終能否簽署完全取決於會談氛
圍。

聯合聲明有望出爐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是兩國關係發展的綱領性
文件。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應周恩來
總理的邀請訪華，中美交往的大門重新打開。
尼克松訪華期間，中美雙方於1972年2月28日
在上海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上海公
報」）。
在1975年12月，美國總統福特應邀訪華。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發表了《中美建交
聯合公報》。
在1979年1月，應美國總統卡特的邀請，中

國領導人鄧小平訪美，揭開了中美關係史的新
篇章。1982年8月17日，兩國政府發表《中美
聯合公報》（「八．一七公報」）。
而在1997年10月，國家主席江澤民對美國進

行國事訪問，這是中國國家主席12年來對美國
的首次國事訪問。兩國發表了《中美聯合聲
明》，其中決定共同致力於建立中美建設性戰
略夥伴關係。
在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對中國進行

國事訪問。國家主席胡錦濤與他會談後，雙方
在12年後再度發表《中美聯合聲明》，重申致
力於建設二十一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
係。
此外，中美兩國於2006年9月還曾在北京發

表《中美關於啟動兩國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共
同聲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凡 整理

聯合國報告：人民幣匯率未被低估
據新華網18日電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貿發會議）18日在日內瓦公佈最新研究報告
指出，以消費物價指數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
率自1995年累計升值約30％；以單位勞動成本
計，同期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則累計升值近一
倍，當前幣值未被低估。
貿發會議全球化和發展戰略司司長海納．弗

拉斯貝克說：「不應就此現象（貿易不平衡）
指責中國，因為中國不可能強迫企業讓產品漲
價。只要勞動者工資得到提高，那麼中國就已

經履行了減輕貿易不平衡問題的職責。」

人民幣匯率連續6日創高
另據《北京晚報》報道，中國外匯交易中心

公佈最新數據顯示，人民幣兌美元1月19日中
間價為人民幣6.5885元，較上一個交易日
(6.5891)繼續微漲6個基點。
這已經是近期人民幣匯率連續第七個交易日

實現上漲，同時也是連續第六日創下2005年匯
改後的新高。

中國外債4萬億
美債佔七成

據中新社19日電 中國國家外
匯管理局19日公佈了中國最新外
債數據。截至去年9月末，中國
外債餘額為5464.49億美元（約
42,500億港元），其中美元債務
佔71.91%，較去年6月末下降
0.19個百分點，日圓、歐元債務
佔比則較6月末微幅上升。此
外，短期外債佔全部外債的比例
亦走升。

芝加哥市長
晚宴秀中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胡總
將於20日到訪芝加哥，芝加哥市長理
查德．戴利18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
示對此「深以為榮」：「我已經準備
好在迎接胡錦濤主席時，讓我的孫子
孫女獻上鮮花。我和我的夫人也將在
周四晚舉行晚宴，歡迎胡錦濤主席和
他的代表團。」戴利還笑 說：「我
學了幾句中文，但我希望把它們留到
歡迎胡錦濤主席的晚宴上再說。」

美財經歷嚴冬
盼胡總雪中送炭

據中新網18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8日刊出評論
說，胡錦濤此行的時機正逢奧巴馬籌備啟動2012年總統
競選，胡錦濤又以一半時間專訪奧巴馬的政治大本營芝
加哥。分析認為，美國正逢「財經嚴冬」，從奧巴馬方面
來說，胡錦濤訪問成功，可以為他兩年來政績不佳挽回
一點面子，特別是就業機會的增加會提升奧巴馬競選連
任的概率，這無疑是雪中送炭。而本次訪問的三重意義
是：一、再次強調中美關係牢不可破；二、在經貿掛帥
的主導下，兩國將減少軍事上的冷戰氣氛；三、奧巴馬
政治氣球需要中方幫忙打氣，中方樂於相助。

《衛報》指美國總

統奧巴馬以最高規格接

待胡錦濤，反映中美兩

國平起平坐，同時將此

次會談與之前的區分開

來。評論指中國除了經

濟高速增長，把美國比

下去外，軟實力更大幅

擴張。中國沒有像美國

一樣東征西討，但對聯

合國維和部隊的貢獻最大，而且全球多達1億

人在學普通話及其他中國方語。

《紐約時報》一篇評論指，胡錦濤書

面回答記者時沒有張揚實力，他的平和既體

現了他的和諧理念，也反映了中國的自信。

《華爾街日報》指對華關係是奧巴馬

政府需要處理的最重要雙邊關係，而任何一

個國家獲得經濟實力時，都不可避免會利用

新影響力服務自己的利益。現在輪到中國

了。

英國《金融時報》認為，現時中美關係

就如華爾街大行一樣

「大得不能倒」，但雙方

過去兩年在經濟、軍事

及戰略方面的關係均走

下坡。評論指隨 美國

經濟開始復甦，對華越

趨強硬，並鼓動周邊國

家和中國抗衡。

日本富士電視台
在報道中指出，美國政

府給予了中國國家主席最高的禮遇，這顯示

美國政府對於這位大國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尤其是在胡錦濤抵達華盛頓後，奧巴馬立即

舉行了包括國務卿希拉里等少數人參加的白

宮私人宴會。

新加坡《聯合早報》刊發評論員文章

稱，這次訪問是有史以來美國為中國領導人

安排的第一次「國事訪問」，規格空前。評論

說，中美關係是中國外交關係中的重中之

重，兩國早已脫離了冷戰狀況而進入近距離

的「互連通」境界。

胡錦濤訪美 外媒熱議

話 你 知： 歷年中美聯合公報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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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鳴放21禮炮歡迎 奧巴馬：為未來30年奠基礎

籲開啟伙伴新篇章

外資行里昂發布「風水指數」指，

金木相剋令兔年股市較虎年波動，

波幅料達8000點，符合兔子「活

潑膽小、上蹦下跳」特性。

詳刊A4

要
聞

兔年風水指數
股市波幅8千點

入境處發現有集團訛稱提供海外採

購作利誘，藉詞替市民代辦簽證，

騙走67名市民特區護照，供予容貌

相似的「人蛇」偷渡到外國。

詳刊A6

要
聞

偷渡集團新招
以 數騙特區護照

被譽為「史上最難的春運」19日正

式拉開大幕。在40天內，中國交通

系統將擔負起28.53億人次的運輸

重任，人潮匯集及南方冰凍天氣，

令今年春運難上加難。 詳刊A8

要
聞

春運大幕拉開
28億人流動

懸浮粒子是造成能見度低的主因，

港大推算每日平均有3.3人因空氣

污染致死。港大亦批評，香港空氣

質素指標落後於國際。

詳刊A16

港
聞

空氣污染日殺3人
港指標低受批評

美國製造業職位過去10多年都不斷

流失，去年首次出現正增長，分析

員預計製造業職位今年亦會增加，

成為當前經濟復甦的「閃耀明

星」。 詳刊A22

國
際

美職位止跌回升
增復甦動力

儘管「跳水女王」郭晶晶一年來在賽

場上都沒動靜，然而她還是保持

較高的曝光率。較早前，郭晶晶跟

內地某體育品牌簽約，可能是她復出

參加倫敦奧運會徵兆。 詳刊A36

體
育

郭晶晶代言品牌
復出倫敦奧運徵兆

版

面

■奧巴馬與胡錦濤在橢圓形辦公室舉行會
談。 法新社

據新華社華盛

頓19日電 國家
主席胡錦濤19日在白宮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
會談。兩國元首充分肯定近年來積極合作全面
的中美關係取得的成果，全面規劃了今後一個
時期發展中美關係的重點方向和深化雙方合作
的重點領域，達成重要共識，取得豐富成果。
雙方一致認為，一個良好的中美關係符合兩

國人民根本利益，有利於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和
平、穩定、繁榮。
中美雙方應該順應時代潮流，加強廣泛領域

的互利合作，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溝通和協
調，繼續推進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致力
於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
作夥伴關係，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建設持久和
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胡奧峰會達成重要共識
凌晨2:00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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