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最高外交掌門人—新任國務

卿克里，昨日結束對中國不足24小時

的旋風式訪問。作為美國對華關係決

策者之一和主要實施者，克里首次訪

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中美共同探

索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對中美關係未

來走向無疑具有重要風向標意義。

去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時，首度提

出中美要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前不久，當選國家主席

的習近平與連任的美國總統奧巴馬通電話，又一致重

申要共同探索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此次克里訪華，習

近平則明確指出新型大國關係的具體定義：「平等互

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問題的關鍵在於，華盛

頓是否會放下架子，與中方相向而行，邁出「平等」

的步伐。

新型大國關係概念提出時間已不短，但美方似乎仍

停留在要共同探索的口號層面，克里此次亦沒有做出

更進一步的正面回應，究其原因，就是中美戰略互信

仍嚴重缺失，特別是美國對中國崛起心存擔憂，並不

甘心全球霸主地位日漸式微，對與中國合作共贏倡議

也仍有抵觸。

過去中美間類似的積極表態很多，但從中美關係以

往經驗來看，最重要的並不是雙方達成的一致原則，

而是落實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這些共識和原則。未來，

中美結構性矛盾仍存，而台灣、西藏等敏感問題仍會

繼續干擾兩國關係。中國對美國既要聽其言，也要觀

其行。新興大國不挑戰守成大國，守成大國也要容得

下新興大國。在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上，中國已展示了

足夠誠意，採取了不少行動，美方能否與中方相向而

行，將是成功的關鍵所在。

入春以來，美國總統特別代表、財政部長傑克盧及克里接踵訪

華，中美關係步入活躍期。緊隨其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鄧普西亦將於本月下旬訪華。7月初，兩國還將在美國舉行第五

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並在此後適時舉行第四輪中美人文交流

高層磋商。這一系列重要外交舉動都將成為觀察中美關係進展的

重要「窗口」。

中美要把新型大國關係之路走好，「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

作共贏」十二個字是試金石，美國絕不能動輒就翻冷戰時代乃至

18、19世紀的「工具箱」找老辦法。

老辦法是沒有出路的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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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市加盟長三角俱樂部擴至30城
區域制度一體化尋突破 打造世界級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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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張長城 上海、合肥

報道）「長三角俱樂部」再增新成員，從昨日閉幕的

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第十三次市長聯席會議

上傳出的消息稱，隨 蕪湖、溫州等8座城市的加

盟，長三角聯席城市的規模擴容至30座。聯席會議

透露，雖然長三角城市群規模宏大，資源、土地、

環境等約束不斷增加，應在制度一體化上尋求突

破，銳意打造世界級城市群。

長三角地區作為長江流域經濟帶的核心區，同時躋
身於國際公認的6大世界級城市群，以僅佔全國

2.1%的國土面積，集中了全國1/4的經濟總量和1/4以
上的工業增加值，被視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新添蕪湖連雲港徐州等

2010年5月，中國國務院正式批准實施《長江三角洲
地區區域規劃》，力破區域壁壘。而上月底，李克強
就任總理後的首站調研，亦選址長三角，可見長三角
地位舉足輕重。李克強特別提到，長三角可先行先
試，打破行政區劃分，建立統一的市場環境，完善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統一的大市
場更加成熟。
幾周以後，長三角城市對此迅速

作出回應，再納來自江蘇、浙江、
安徽的蕪湖、連雲港、徐州、滁
州、淮南、麗水、宿遷、溫州8位新
成員。

聯動產業佈局環保一體化

雖然長三角城市群規模宏大，
但發展「瓶頸」亦不容忽視。在
昨日的會議上，國家發改委地區經
濟司副司長劉蘇社指出，當前長

三角正處於面臨挑戰的關鍵時期，資源、土地、環境
等約束不斷增加，市場分割、地方封鎖等現象依然存
在，他建議應深化長三角區域合作，聯動產業佈局、
公共服務、環境保護一體化。
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所長郁鴻勝認

為，長三角一體化應從要素合作的初級階段向制度
合作的新階段推進，要素合作是「搭台、政府唱
戲」。「長三角各城市要拿出政策資源推進區域的深
化合作，明確區域利益高於行政區劃利益，在制度
一體化上尋求突破。」

聯防聯控疫情 建應急機制

近來黃浦江死豬、禽流感疫情在坊間引發關注，學
界亦多次呼籲長三角城市應加強公共安全合作。在是
次會議上，長三角城市提出建立公共事件應急機制，
其主要 重於水污染、疫情和食品安全等問題的聯防
聯控以及共同應對。
長三角協調會副主任徐文霞透露，長三角在公共

安全問題方面的合作將通過城市簽約，確定
每年的工作任務，通過任務的項目化
研究和聯合執法建立起應
急機制。

為推動和加強長江三角洲
地區經濟聯合與協作，促進
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可持續發
展，由區域內的上海、無
錫、寧波等15個城市，經過溝

通協商，於1997年升格為長江三
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在2003年8
月第四次會議上，台州市被接納
為正式成員。2010年3月26日，第
十次會議正式吸收合肥、鹽城、
馬鞍山、金華、淮安、衢州為會
員，使成員城市由兩省一市的16
城擴容至三省一市的22城。昨
日，第十三次會議第三度「開門
納新」，使成員城市擴容至30城。
長三角城市群是國際公認的6大

世界級城市群之一，位列以紐約
為中心的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
城市群、以芝加哥為中心的北美
五大湖城市群、以東京為中心的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倫敦
為核心的英國城市群、和以巴黎

為中心的歐洲西
部 城 市 群 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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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在近
日舉行的「全國老年產業高端論壇」
上，全國老齡委辦公室副主任朱勇指
出，2013年，中國老年人口數量將突破
2億大關，達到2.02億，佔全國總人口的
14.8%，中國上世紀50年代「嬰兒潮」
時的出生人口，現在正在形成第一個老
年人口增長高峰。專家指出，由於中國
人口老齡化超前於現代化，「未備先老」
和「未富先老」的特徵日益凸顯。

養老服務供給匱缺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
振武指出，隨 家庭小型化、人口流動
化，傳統家庭養老功能日漸式微，「居
家養老為主，機構供養為輔」成為中國
養老保障服務的發展方向。但因人力、
物力、財力、認識和制度等準備不足，
社會化養老服務供給匱缺，導致「未備
先老」。比如，按照國際通行的5%的老
年人需要機構養老這一標準，中國至少
需要1000萬張養老床位，但現在不到300
萬張，缺口達700多萬張。
「『十二五』期間，我國面臨的一個

重大挑戰就是『未富先老』。」中國社
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
昉表示。

可能陷中等收入陷阱

「先老」是指人口老齡化加劇帶來的
勞動力供應衰減、價格上升，使中國傳
統的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不復存在。目

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數量、勞動年齡
人口數量難以滿足城市需求，普通勞動
者的工資加速上漲。「未富」意味 短
時間內我們不會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形
成足夠顯著的競爭優勢，因此處於「比
較優勢真空」階段。如果對這一問題應
對不當，有可能陷入發展徘徊不前的
「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不加快健全「積極老齡化」、
「健康老齡化」的制度和服務體系，人
口結構迅速老化將「窒息」未來經濟社
會發展的活力。

據中通社14日電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多名日本政府相關
人士13日透露，日本和越南兩國政府已達成協議，5月將在河
內舉行以海洋安全為主要議題的首次雙邊磋商。日本外務省
官員稱，日方希望通過海洋磋商，進一步加強日越關係，加
大對中國制約。日方將由外務省和防衛省的官員出席磋商。
預計日越兩國政府將通過磋商，在「不允許肆意開展海洋活
動，基於法治確保海洋安全」方針上統一步調，雙方還將就
危機管理方式交換意見。
此外，日本有關方面還在協調意見，計劃向越南提供巡邏

船。此前有消息稱，日本積極向東南亞國家和印度推銷海陸
救難飛行艇US-2，並與之展開聯合演習。

中國海監連續7日巡釣島
另據日本第11管區海上保安總部(位於那霸)透露，海上保安

廳巡邏船確認3艘中國海監船「海監26」、「海監50」和「海
監66」在釣魚島附近毗連區航行。這是中國公務船連續7日在
附近海域航行。中國外交部此前曾多次表示，釣魚島及其附
屬島嶼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據新華社14日電 去冬今春以來，雲南降雨持續偏少，氣溫
持續偏高，旱情相當嚴重，部分地區人畜飲水困難，工農業生
產受到影響。國務院副總理汪洋12日至14日在雲南考察災情，
指導抗旱救災工作。他強調，要切實把抗旱減災保民生作為當
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強組織領導，強化工作措施，千方百計
保證群眾基本生活和春耕用水，努力減少災害損失。
汪洋先後到受災最重的賓川、祥雲、南華等縣，深入鄉村

農戶、田間地頭、水庫塘壩詳細了解旱情災情，與基層幹部
群眾共商當前抗旱減災應急之策和水利建設長遠大計。他強
調，當前最為緊迫的任務是解決群眾飲水困難問題，落實供
水措施。要強化農業抗旱措施，引導農民調整結構，推廣抗
旱、節水技術，發展旱作農業。要認真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同時，對可能出現的旱澇急轉，提早抓好防汛抗洪工作。

專家：慎防未富先老
中國老齡化超前現代化

日擬售越巡邏船　
將舉行海洋磋商

汪洋考察雲南災區
促優先解決飲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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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迎來首個老年人口增長高峰。圖

為86歲的肖召妹老人獨個兒留守圍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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