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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13日至17日，習近平副主
席將對美進行正式訪問。崔

天凱介紹，期間，習副主席將在華
盛頓會見奧巴馬總統，同拜登副總
統舉行會談，並會見克林頓國務卿
和帕內塔國防部長等，就中美關係
和雙方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
深入交換意見。習副主席還將會見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領導層和一些美
國前政要，並且廣泛接觸美國各界
人士。在訪問華盛頓後，習副主席
將訪問艾奧瓦州和洛杉磯市，會見
當地政要，並出席經貿、人文和地
方交流活動。

籲美排除中企投資壁壘
目前，外界普遍關注習副主席訪

美期間中美會有什麼具體商業協
議，並對此猜測頗多。對此，崔天
凱指出，經貿關係是中美兩國總體
關係重要組成部分。兩國經貿關係
的本質是互利共贏，過去40年關係
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
崔天凱強調，高層互訪時往往有

一些經貿成果，但經貿關係主要靠
日常，比如去年兩國雙邊貿易額已
達4,400多億美元，平均每天都有十
幾億美元貿易，這不可能僅在訪問
期間完成。
崔天凱指出，高層訪問對推動經

貿關係發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
以從政治上推動，也可以通過接觸
消除障礙。他說，「我們當然希望
通過高層訪問取得更多經貿成果，
但這並不意味 一方給另一方送紅

包，所以對此要有客觀、準確的認
識，不能認為是採購或者送禮。凡
是中國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所需要
的，我們願意從美國採購，貿易本
來就是互通有無，從這個意義上
講，我們希望現在阻礙兩國貿易進
一步發展的障礙能夠排除，比如美
國對於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的限
制，以及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的種
種壁壘。
對於人民幣會不會升值？崔天凱

重申，關於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
改革，這幾年一直在進行，中國今
後也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但
如果為了一次高訪就去調整匯率，
那就真的是操縱匯率了。」

今年雙方各層次交往頻繁
至於年內中美高層交往的其它計

劃，崔天凱表示，相信今年兩國間
還有很多高層交往的機會，比如一
系列國際峰會，根據近年來的慣
例，兩國領導人會在峰會上會晤。
另外，兩國間有較高層次、機制性
的對話和磋商，比如今年將舉行第
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第三輪
中美人文高層交流和第23屆中美商
貿聯委會。還有戰略對話框架下的
戰略安全對話、亞太事務磋商等機
制。
崔天凱說，全年雙方各個層次的

對話、磋商、接觸相當頻繁。這些
機制對雙方及時溝通協調，對穩定
和發展兩國關係都發揮了積極作
用。

習近平副主席新年訪美，正式拉
開年內中美高層交往大幕。展望未
來中美關係發展，崔天凱指出，今
後10年如果能堅定不移地按照兩國
元首確立的方向，能充分借鑒過去
40年中美關係發展的經驗，前景是
看好的。這位副外長強調，好的前
景對兩國、本地區和整個世界都是
利好。「如果偏離了正確發展方
向，如果淡忘過去40年積累的經
驗，風險也會很高，而且不僅涉及
中美兩國，也會涉及整個世界，這
是我們要避免的。」
未來10年，中美兩國關係會發生

什麼變化，會面臨什麼風險？對
此，崔天凱表示，10年的跨度很
大，10年後的事現在恐怕很難以預
測。回顧10年前，很少有人預見到
今天的世界，也很少有人預見到中
美關係會發展至如此廣泛的程度，
至少沒有人會預計到2008年下半年
會發生國際金融危機。

中美間要致力互相尊重
向前展望，崔天凱覺得今後5

年、10年，中美關係的長遠發展方
向比較明確，這就是胡主席和奧巴
馬總統去年達成的重要共識，中美
間要致力於共同建設相互尊重、互
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
崔天凱指出，今年是尼克松總統

訪華和《上海公報》發表40周年，
過去40年中美關係的發展給兩國提
供了非常有意義的啟示。
此外，今年是美國的選舉年，

一些美國選戰廣告已經開始攻擊
中國。對於美國大選以及選戰會
否干擾今年的中美關係。崔天凱
表示，美國現在正在進行的競選
活動，是美國自己的事，他不想
對此發表任何意見。但有一點是
明確的，如果10年後回頭看，一
定會發現歷史將證明有些關於中
美關係的言論是完全錯誤的，中
美關係的發展一定會遠遠超出他
們現在的看法。
他堅信，只要堅持兩國元首達成

的共識，共同對兩國關係做出努
力，中美關係的總體發展方向會是
樂觀的。

記　者：近年美國提出「重返亞太」

和軍事戰略重心東移，那麼中美在亞太

地區的利益應該怎樣確立？

崔天凱：我們一致認為中美兩國在亞
太地區應該也能夠良性互動。當前亞太
地區總體形勢是穩定的，經濟發展勢頭
跟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也較好。中美作為
兩個太平洋國家，作為兩個重要的大國
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有責任共同推進
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
中美兩國有共同的責任，向本地區提

供一些公共產品，本地區最需要的公共
產品是什麼？我認為是和平穩定的地區
環境、發展繁榮的良好前景和互利合作
的夥伴關係。我希望雙方的地區政策以
此為目標，雙方的互動也能圍繞 這個
目標來進行。

雙方存在信任赤字
記　者：中美之間兩國高層交往非常

頻繁，您提到兩國之間依然有信任赤

字，問題在哪裡？這次習近平副主席訪

美能夠扭轉這一局面嗎？

崔天凱：我上周講話用了信任赤字以
後，（這個詞）被廣泛引用，其實這並
不是我的發明。中美間存在信任赤字是
簡單明瞭的事實，就是說中美間的互信
水平同兩國關係發展的需要、同兩國關
係的重要性相比，現在還不夠。雙方都
已經認識到要加大努力，所以這次習副
主席的訪問也是一次重要機會，可以進
一步增進雙方互信。

敘利亞問題 中美存繼續合作空間
記　者：這次習副主席訪美，在雙邊會

談中，人權問題會佔多少份量？

崔天凱：中國政府和其他任何國家政府
一樣有責任保護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制
止暴力犯罪。如果說這和人權有什麼關
係，那就是中國政府有責任保護廣大人民
群眾的生命安全，這是人民最重要的人
權。
現在的問題是，國際上有些人想對中國

的事說三道四，總是拿出人權的旗幟，這
是對人權概念的濫用。他們未必知道、也
未必想知道13億中國人現在最需要什麼。

如果有人有什麼其他政治目的，不妨直接
說出來，不要打 人權的旗號。
記　者：這次習副主席訪美，可能會談

到一些華裔美國人在中國陷入的一些法律

尤其是商業糾紛。在司法程序尚未啟動的

情況下，有些人不被允許離開中國，此類

問題習副主席會如何處理，確保其不影響

雙邊關係？

崔天凱：你提到的一些個案其實正按司
法程序處理，我們會依法處理，這些個案
跟習副主席訪問沒有關係，也不應影響他
的訪問。

不要打 人權旗號 對中國說三道四
記　者：關於被否決的敘利亞問題安

理會決議草案肯定會在習副主席訪美時

談到？在中方看來，如果通過這項決議

會產生什麼風險？

崔天凱：對決議草案投票態度的不
同，並不意味 中美或中國和其他國家
間不能合作，我認為能夠合作。我們都
希望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也希望通過對
話解決問題。在敘利亞問題上，中美之
間、安理會成員國之間存在繼續合作的
空間。當然，一些應該遵循的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應該得到尊重和遵守，中方這

次的投票態度也正是基於這些準則的考
慮。

在國際問題上有密切溝通
記　者：您剛才說在過去40年兩國關

係一直是合作的夥伴關係，但在朝核、

伊核等很多國際問題上卻有矛盾，您對

此如何解釋？

崔天凱：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中美
兩國有非常密切的溝通、協調和合作，
每次領導人和外交官員會面都會討論這
些問題。中方對有關問題做出決策時，

已經充分考慮了美方利益和關切，我們
當然希望美方同樣如此。
當然，中美對一些問題存在分歧或不

同看法也很正常，因為兩國情況不同，
看問題角度也不完全一樣。在這種情況
下，一是要充分照顧彼此重大關切，其
次要善於從不同看法和不同角度中找到
互補合作的空間和機會。只要這樣，我
們就可以繼續保持合作，關鍵是不要搞
單邊主義，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別
人，也不要不顧別人的重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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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凱：外交部副部長

中方盼通過高層訪問取得更多經貿成果

中美關係
未來10年前景向好

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即將於明日（13日）啟

程，對美展開為期5天的正

式訪問。中國副外長崔天

凱日前在京接受本報專訪

時表示，習副主席此次訪

美，旨在落實兩國元首關

於共同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

贏的中美合作夥伴關係的重要

共識，進一步推動兩國合作夥

伴關係發展。中美雙方都高度

重視此次訪問，目前準備工作

進展順利，相信在雙方共同努

力下，習副主席此訪一定能夠

取得成功。 ■香港文匯報

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習近平訪艾奧瓦州將會老朋友

記　者：習近平副主席為何選擇訪

問艾奧瓦州和洛杉磯？

崔天凱：這次習副主席訪美要去艾
奧瓦州，因為他1985年曾訪問過那裡，
他想跟當時認識的一些老朋友再次聚
會。從他1985年第一次訪問艾奧瓦州
（那也是他第一次訪問美國）到此次再
去，27年正好見證了中美關係的大發
展，也見證了中美兩國人民友好關係
的發展。這次訪問包括艾奧瓦，很有
意義。
中方一直很重視兩國地方各個層面

的交流，兩國省州間、城市間有很多

可供開展合作的潛力，地方的合作熱
情也很高，越是貼近基層，就越是貼
近兩國民眾，兩國關係最終是以人民
間的關係為基礎的。他說，這次習副
主席除了到華盛頓，還要到艾奧瓦，
還要到洛杉磯，並且考慮參加有關地
方的交流活動。

延續中國領導人外訪傳統
記　者：很多美國人認為這次去艾

奧瓦州是習副主席個人的決定，因為

他希望再次同1985年曾經住過的農戶

重新相聚，是想以私人方式和美國民

眾接觸，這是

否與中國其他

領導人不同？

崔天凱：我
認為中國領導
人在訪問其他
國家時都有與
往訪國人民接
觸的傳統。大
家一定還記得
當年鄧小平先
生訪美時戴牛
仔帽的舉動，
很多人依然印

象深刻。江澤民主席到訪美國時，也
去了很多地方，廣泛接觸美國各界人
士。去年1月胡錦濤主席訪美時，在芝
加哥專門參觀了中學，去年夏天還專
門邀請該中學學生訪問中國，並親自
邀請他們參觀了中南海。
這次習副主席訪美期間會見老朋

友，是中國領導人同美國民眾接觸
傳統的延續。我們也非常希望在這
樣的高層訪問中安排更多同普通民
眾的接觸，但因為時間限制，有時
多一點，有時少一點，這完全是技
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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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副部

長崔天凱。 薛偉攝

■習近平（右一）1985年訪美留影。 網上圖片
■1979年，鄧小平在美國休斯敦觀看馬術競技

表演時揮動牛仔帽，向觀眾致意。 資料圖片

■崔天凱指

出，過去40

年中美關係

的發展給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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