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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今次的《中美聯合聲明》指出，中美已成為不同政治制度、歷
史文化背景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發展積極合作關係的典

範。雙方同意進一步努力培育和深化戰略互信，以加強雙邊關係。
雙方重申要深化對話，拓展務實合作，確認需共同努力，處理分
歧、擴大共識、加強在一系列問題上的協調。
此份聲明在經濟領域的 墨最多，宣佈建設全面互利的經濟夥伴

關係。兩國領導人同意推進全面經濟合作，到將於今年5月在華盛
頓舉行的第3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時，進一步確立全面經濟合作
框架。在經貿領域，中方歡迎美方承諾通過中美商貿聯委會以一種
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在金融領域，美方支持
中方逐步推動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的努力。

促進高層交往 習近平拜登將互訪
聲明表示，聲明指出中美兩國元首期待今年再次會面，並寫明包

括在美國夏威夷州舉辦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非正式會議期間
會晤。聲明同時稱，中方歡迎美國副總統拜登今年訪華，美方歡迎
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此後訪美。
在軍事領域，美方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上將於

2011年上半年訪問美國。雙方一致認為，有必要加強各層次的實質
性對話和溝通，以減少誤解、誤讀、誤判，增進了解，擴大共同利
益，推動兩軍關係健康穩定可靠發展。雙方重申，中美國防部防務

磋商、國防部工作會晤、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未來將繼續作為兩
軍對話的重要渠道。

美恪守「一中」 樂見兩岸和平發展
在台灣問題上，比較最近兩份聯合聲明，美方重申了奉行一個中

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此次在表述上有兩處積極
變化：一是美方讚揚台灣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歡迎兩
岸間新的溝通渠道。二是由「美方歡迎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變為「支持」。在人權問題上，此次寫入了「中方強調，不應干涉
任何國家的內政」。雙方同意在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前舉行
下一輪中美人權對話。
此份聯合聲明共6個部分，41條內容，分別為加強中美關係、促進

高層交往、應對地區和全球挑戰、建設全面互利的經濟夥伴關係、
氣候變化、能源和環境合作以及擴展人文交流，並特別將「促進高
層交往」單獨列出。在約6千字的聲明中，「合作」一詞出現了51
次。兩國領導人談論的不僅止於中美，朝核、伊核、蘇丹等國際和
地區熱點問題，都成為胡奧會的話題，雙方強調了中美關係對世界
的重要意義，在《聯合聲明》中，「世界」一詞也出現了約10次。
這份《聯合聲明》在結語中寫道：「兩國元首均深信，一個更加

強有力的中美關係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於整個亞
太地區乃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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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

道）國家主席胡錦濤19日在白宮同美

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談，會後發表

「中美聯合聲明」。這是中美關係的第6

份綱領性法律文件，也是國家主席胡

錦濤在其任內、兩國兩年內發表的第

二份聯合聲明。「相互尊重、互利共

贏的合作夥伴關係」被正式寫入今次

的聯合聲明。這與奧巴馬訪華時雙方

公佈的《中美聯合聲明》中「建立共

同應對挑戰的夥伴關係」略有不同。

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表示，這是中美

在建立「積極合作全面的關係」的定

位上又往前跨越了一步，是胡主席這

次訪問的重要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我們想向你們
賣所有東西，我們想向你們出售飛機、
汽車、軟件⋯⋯」奧巴馬直言不諱的一
席話引得記者會現場哄堂大笑。
據中新社消息，奧巴馬昨日在與胡錦

濤的聯合記者會上被中國記者問及他從
內心深處是否可以坦率地接受中國發展
壯大的現實時如是說。
「我絕對相信中國的和平崛起對世界

有好處，對美國有好處。」奧巴馬說：
「首先是對人道主義有好處，中國上百萬
人民擺脫貧困也符合我們自身的利益。
中國人能夠吃飽飯，有房住，這也是正
義和人權的一部分。」
奧巴馬指出，這麼多中國人擺脫貧

困，對世界是有好處的。

奧巴馬認為，中國的崛起將會產生巨
大的機會。目前美國經濟規模是中國的
三倍，但美國只有中國人口的四分之
一，兩國人均收入有較大差距，隨 中
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將會提供更多
的商機，這對兩國都有利。

中國和平崛起 對美有利
「目前在中國有些人認為美國正在遏

制中國的崛起」奧巴馬說：「我們歡迎
中國崛起，但要確保這種崛起以安全、
和平的方式崛起。」
奧巴馬強調，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

國在世界舞台上發揮作用，包括與美國
成為伙伴關係。雙方越是能夠建立戰略
互信基礎，就越能夠以建設性方式來解
決雙邊關係中存在的摩擦和棘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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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聯合聲明要點
1. 中美致力於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

贏的合作夥伴關係；

2. 建設全面互利的經濟夥伴關係；

3. 同意今年5月在華盛頓舉行第三輪中美戰略

與經濟對話；

4. 美方讚揚台灣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

議》，歡迎兩岸間新的溝通渠道；

5. 同意今年舉行下一輪中美人權對話，並恢復

舉行法律專家對話；

6. 美方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上

將於今年上半年訪美；

7. 中方歡迎美國副總統拜登於今年訪華，美方

歡迎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此後訪美；

8. 中國將繼續堅持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

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轉變經濟發展方

式；

9. 雙方宣佈建立中美省州長論壇，美方將繼續

為中國學生赴美留學提供簽證便利。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凡

中方予美3600億訂單
中美雙方達成的450億美元(約3,600億港元)經

貿協議，其中包括：

★ 中國購買200架波音飛機，價值190億美元

(約1,478億港元)；

★ 中方商務代表團與美國公司簽訂價值85億美

元的貿易投資協議，當中關於能源方面的佔

大多數；

★ 中美企業、研究機構簽署13項協議，覆蓋核

電、風電、太陽能、水電、智能電網、碳捕

獲與封存等多個領域；

★ 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與美國鋁業

公司簽署協議，共同開展一項鋁業和

清潔能源項目，預計投資額達75億美元；

★ 美國西屋電氣公司宣佈，與中核包頭核燃

料元件股份公司簽署3,500萬美元合同，向

中方提供設備製造核燃料；

★ 美國電力公司與中國華能集團公司簽訂協

議，共同評估碳捕獲技術在美國發電站的使

用；

★ 美國電力公司還與中國國家電網公司簽訂協

議共同評估能源存儲等方面的技術。美國鋰

電池製造商Ener1與萬向集團公司簽訂協

議，合資在中國製造電力汽車使用的電池；

★ 通用電氣與中國華電集團公司達成一項5年

期價值5億美元的燃氣渦輪機合同；

★ 中美公司將在芝加哥簽約40協議。中國將購

買美國農業、電訊產品及其技術。這些出口

交易將為美國創造23.5萬個職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小奧「貪心」：想向中國賣所有東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

凡 北京報道） 北京外國
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李永輝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此份中美聯合聲明出
爐，為複雜的中美關係發展指
明方向，亦明確了中美雙方彼
此間的戰略定位。他認為，從
外交文件的形式來看，聯合聲

明未能達到此前的三個中美聯合公報的程
度，但其重要性並不亞於聯合公報。特別是
在當前中美關係更為複雜的背景下，聯合聲
明既能夠進一步規範雙方行為，其彈性、靈
活性也比公報更大。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原
副部長楊毅少將指出，達成成果性文件是好
現象，美國的「口惠而實至」則更重要。
李永輝指出，去年中美關係遭遇較多狀

況，當前雙方更意識到關係的重要性，期望
為關係發展建構出更穩定、更清晰的框架，
並盡可能減少不確定因素。中美的第6份綱領
性法律文件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爐。而此份聯
合聲明未能成為「第四份聯合公報」，是緣於
中美在台灣、人權等敏感性問題上尚存分
歧，美方不願受到剛性、約束性的束縛。
楊毅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當前正處在中美

戰略力量變化的深化時期，此次胡總訪美最
重要的成果是雙方達成努力防止中美關係產

生大震盪的戰略共識。其實中美已達成的成
果性文件並不算少，但關鍵在於行動與落
實，即美方能否履行自己的承諾。他認為，
美國的戰略焦慮不可能在短期內完全消除。

減少雙方戰略誤判
楊毅表示，雙方須保持積極互動，減少對

對方戰略意圖的誤判，以避免在局部事件的
緊張程度升級，及對抗力度的激化，影響整
體關係發展的大局。此外，亞太地區對美國
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又地處地緣政治的關鍵
地帶，且美國的全球佈局，包括軍事力量佈
局、外交佈局與聯盟戰略、經濟政策等，均
逐漸轉向中國，更關注中國，預計今年美國
「重返亞洲」的既定目標與推進過程不會改
變，步調不會放慢，只是在姿態上可能有所
和緩。
楊毅指出，去年頻繁在中國周邊的軍演，

已折射出美國的戰略焦慮。這種焦慮緣於美
國自身經濟復甦乏力，而中國的上升勢頭良
好，且目前雙方各佔的戰略優先安排次序不
同。美國更多的是希望擺脫經濟危機，在人
民幣匯率上施壓及在地區和全球性問題上配
合美國等。而中國更多的關注在於雙方如何
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包括美方在涉及到中
國的核心利益問題上，不要損害中美兩國正
常交往的政治基礎。

綱領性文件 望美「口惠而實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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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昨日發表聯合聲明，確立兩國「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合作的夥
伴關係」的嶄新定位。圖為中美元首在聯合記者會上親切握手。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