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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社華盛頓20日電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20日做出否定
終裁，決定取消中國等五國輸美海產品的反補貼稅。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當日發佈公告，宣佈六名委員以4：2

的投票結果，終裁中國、印度、馬來西亞、越南、厄瓜多爾
五國輸美的冰凍溫水蝦未對美相關產業造成實質性損害或威
脅。
根據美國貿易救濟案處理程序，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做出否

定終裁後，美國商務部據此不得向海關簽發命令，對中國等五
國輸美冰凍溫水蝦徵收反補貼稅。
中國等國輸美冰凍溫水蝦案始於2012年12月。當時美國海灣

蝦業聯合會提出申訴，宣稱中國、印度、馬來西亞、越南、印
尼、泰國、厄瓜多爾七國輸美的冰凍溫水蝦獲得不當政府補
貼，要求美國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一併發起調查。
今年8月，美國商務部做出肯定終裁，決定對中國、印度、

馬來西亞、越南、厄瓜多爾五國輸美的冰凍溫水蝦徵收反補貼
稅，對泰國和印尼兩國輸美的冰凍溫水蝦免徵反補貼稅。隨後
美國海關開始對涉案的五國企業徵收反補貼稅押金。
美國商務部統計顯示，2012年中國輸美冰凍溫水蝦總額約

1.02億美元，較2010年和2011年均有所下降；總體來看，泰國
輸美冰凍溫水蝦總額高居榜首，2010年起連續3年超過10億美
元。
近一周來，美國已頻頻對中國產品發起貿易救濟。9月17

日，美國商務部終裁對中國輸美硬木膠合板徵收反傾銷和反補
貼「雙反」關稅，9月19日，美國商務部又對中國輸美三氯異
氰尿酸（俗稱強氯精）發起反補貼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首艘航母遼寧艦順利完成預定試驗
任務後，昨日上午返航停靠青島某軍
港。本航次是遼寧艦首航以來持續時
間最長、航程最遠的一次出海試驗。
此次試驗各型艦載機累計完成各類

飛行百餘架次，先後進行了殲－15艦
載戰鬥機長、短跑道最大重量起飛，
最大重量阻攔㠥艦以及多武器構型起
降等海上試飛課目。成功實現了複雜
氣象條件下短時連續起飛回收多型多
架艦載機作業任務。摸清了多機種、
多任務交叉進行的組織規律。艦載機
駐艦飛行指揮流程得到進一步優化，
飛行甲板作業流程得到充分驗證。

驅逐艦支隊巡東海

另據中國海軍網消息：東海艦隊某
驅逐艦支隊溫州艦9月中旬赴東海某
海域執行戰備巡邏任務。任務期間，

溫州艦堅持以使命任務為牽引，開展
臨檢拿捕、跟蹤監視等非戰爭軍事行
動課目的訓練，提高遂行多樣化軍事
任務能力，並合理處置不明海空情近
百起，用實際行動維護了國家海洋權
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綜合報道）

王毅在演講後也回應了與會者對中日釣
魚島爭議的提問。他強調，釣魚島是中
國固有領土，中國政府維護主權和領土
完整的決心堅定不移。「中國願透過談
判與日本解決釣島爭議，但日本必須先
承認有爭議存在。」
王毅指出，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

土，這個立場一以貫之，「不會改
變，也不應該改變」，中國在維護國家
主權和領土安全問題上有㠥堅定的決
心。「日本去年用所謂『國有化』強
化對釣魚島的主張和控制，其後更罔

顧史實，宣稱中日對釣魚島問題不存
在『擱置爭議』的共識，令事情越發
朝㠥大家不希望的方向發展。在這種
情況下，中國當然要作出反應，必須
要作出反應。」
但王毅同時表示，中方願意通過談判

解決問題，「我們當然還是願意繼續坐
下來，通過談判來尋找解決問題的辦
法，我們對話和談判的門是打開的。作
為日本方面來講，應該承認這個地方有
爭議。我想，總有一天，日本方面會坐
到談判桌前來，跟我們談這個問題。我
們會找到一個辦法。」

多名美國知名學者、前政要及中外
媒體出席並聽取演講。王毅首先

介紹了中美元首早前在加州安納伯格莊
園達成「共同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的共識：「習近平主席用三句話作精闢
概括，第一句是『不衝突、不對抗』，
第二句是『相互尊重』，第三句是『合
作共贏』。」

五方面闡述新型大國關係

「不衝突不對抗是必要前提：對抗將
是雙輸，戰爭沒有出路；相互尊重是基
本原則：只有相互尊重對方人民選擇的
制度與道路，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與
關切，才能求同存異，進而聚同化異；
合作共贏是必由之路：中美從反恐到網
絡安全，從核不擴散到氣候變化等，都
離不開共同參與、合作和貢獻。」
王毅並從五個方面闡述構建並實現新

型大國關係問題：一是不斷增進戰略互
信，使關係建立在更加牢固的信任基石
上。二是大力促進務實合作，使關係建
立在更加深厚的利益紐帶上。三是積極
加強人文交往，使關係建立在更加堅實
的民意基礎上。四是不斷加強在國際地
區熱點及全球性問題合作，使關係建立
在更加緊密的共同責任上。「我們不是
要搞所謂『兩國共治』，而是優勢互
補，各擅所長。」

從未想過排擠美國出亞太

「我們從未想過要把美國從亞太排擠
出去，而是希望美國為維護亞太和平穩
定發展發揮積極和建設性作用。」在談
到第五點時，王毅特別強調，要使亞太
成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試驗

田」：「中美兩國在亞太的利益交織最
為密集，互動最為頻繁。換句話說，構
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可以也應該先從亞
太開始。如果中美在亞太能夠不衝突、
不對抗，那麼在其他地方就都可以和平
相處；如果中美在亞太事務上能夠相互
尊重、合作共贏，那麼在其他問題上也
可以開展合作。」
王毅並話鋒一轉談到台灣問題，「台

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事
關13億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多年來，台
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損害互信、干
擾合作的一項負資產。如果美方能夠順
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勢，切實理解
和尊重中國反對分裂，致力於和平統一
的努力，那麼台灣問題就會從中美關係
的負資產變成正資產，為中美開展全方
位合作開闢前景。」
此次是王毅今年3月出任中國外長後

首度訪美。22日至27日，王毅將轉赴紐
約出席聯合國大會並發言，屆時他將介
紹中國新一屆政府外交理念與思路，全
面闡述中方對當前國際形勢、重大國際
和地區問題的主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綜合報道）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昨
日到訪五角大樓（美國國防
部），會見美國國防部長哈格
爾。王毅指出，近年中美兩軍關
係持續穩定改善和發展，成為雙
邊關係亮點。他形容，軍事安全
互信是中美戰略互信的基礎，並
呼籲構建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相
適應的新型軍事關係。公開報道
顯示，這是近10年來首次有中國
外長到訪五角大樓。
王毅表示，習近平主席去年作

為中國國家副主席訪美期間專程
訪問五角大樓，充分體現了對中
美兩軍關係的重視和期待。兩軍
關係是中美關係的重要組成部
分，軍事安全互信是中美戰略互
信的基礎。「近年中美兩軍關係

持續穩定改善和發展，成為雙邊
關係亮點。中美應以實際行動落
實兩國元首共識，構建與中美新
型大國關係相適應的新型軍事關
係。」
哈格爾對美中兩軍關係取得的

積極進展表示高興，期待與中國
軍方加強交流，增進互信，發展
合作。
去年2月14日，時任中國國家

副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時，曾
在五角大樓會見了國防部長帕
內塔、參聯會主席鄧普西等美
防務部門和軍隊高官，這也是
近10年中國家領導人首次到訪
五角大樓。今年7月12日，國家
主席習近平特別代表、國務委
員楊潔篪亦赴五角大樓會晤了
哈格爾。

台灣問題可成中美正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綜合報道）中國外交部長王毅20日在華盛

頓的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演講，詳述「如何構建中美新

型大國關係」，指中美「不衝突不對抗是必要前提、相互尊重是基本原

則、合作共贏是必由之路」，要使亞太成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

「試驗田」；希望美方把台灣問題變成中美關係的正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

對於王毅此次會晤多名美國政要，北京
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向本報
表示，由於這次是王毅就任外長後首次
訪美，會見多名美方高官及進行演講等
活動，均在於全方位落實新型大國關
係。「從形態上而言，王毅非常活躍、
非常深入，強度和深度幾乎超過了歷屆
外長的訪美。」
根據公開報道，美東時間19至20日，

王毅會見的美國政要包括副總統拜登、

國務卿克里、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
斯、國防部長哈格爾、參議院少數黨領
袖麥康奈爾、眾議院外委會主席羅伊
斯、前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多尼隆及
布熱津斯基等。可以說，除了總統奧巴
馬外，王毅會晤了幾乎所有華府最重量
級官員。這在過往外長級訪問中並不多
見。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亦表

示，高密度的會見，體現出中美雙方高
度重視同對方的關係，決心建立新型的

大國關係，打破新興大國和已有大國必
然發生衝突的歷史魔咒，願意促進合
作，管控雙方矛盾，冷靜面對分歧。
對於王毅指軍事安全互信是中美戰略

互信的基礎問題，王逸舟表示，王毅會
見多名軍事和安全事務高官，也與構建
新型大國關係有關，其意在呼籲中美以
實際行動落實兩國元首共識，構建與中
美新型大國關
係相適應的新
型軍事關係。

全方位落實新型大國關係

中方維護釣島主權決心堅定

中國外長訪五角大樓近十年來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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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艦完成多項試飛任務返母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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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殲—15艦載戰鬥機短距

離滑躍起飛。 中新社

■王毅在華盛頓五角大樓會見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新華社

■王毅在

華盛頓知

名智庫布

魯金斯學

會發表演

講。

中新社

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布魯金斯學會

（Brookings Institution）是一家研究公

共政策的非贏利組織，是美國著名

智庫之一，也是華盛頓學術界的主流思想庫之一。

布魯金斯學會宗旨是開展高質量的獨立研究，並提

出具有創新精神和實用性的政策建議，以達到三個目

標：即捍衛美國民主；確保所有美國人獲得經濟繁

榮、加強社會保障、維護公共安全帶來的機遇；推進

一個更加開放、安全、繁榮和合作的國際社會。

布魯金斯學會頗具規模、歷史悠久，以持

自由派觀點著稱，常被稱為「開明的思想

庫」。它與民主黨關係密切，許多重要成

員係民主黨人，從杜魯門總統以來的歷

屆民主黨政府都起用該學會人員充任

要職，故又有「民主黨流亡政府」

之稱。 ■本報記者葛沖

布魯金斯學會

資料小

提出使亞太成為新型大國關係「試驗田」
王
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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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一、不斷增進戰略互信

二、大力促進務實合作

三、積極加強人文交往

四、不斷加強在國際地區熱點及全

球性問題上的合作

五、重點加強亞太事務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整理

王毅提五點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