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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商務部部長助理王受文昨日說，
金磚國家具有長期穩定增長的潛力，
對於當前面臨的經濟增速放緩，各國
應通過進一步深化相互合作發揮潛
能，克服短期增長中的困難，繼續為
全球經濟復甦作出貢獻。 他是在北
京舉行的「第三屆金磚國家財經論
壇」上做出上述表示的。
近期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
國以及南非在內的金磚國家經濟增速

有所放緩，有關「金
磚失色」的質疑聲又
起。對此，王受文表
示，金磚各國都仍處
於經濟成長階段，基
礎設施建設明顯加
快，內地消費市場不
斷擴大，產業發展也
顯示出蓬勃的活力，
並且在勞動力、自然
資源、技術等方面各
具優勢，具有長期穩

定增長的潛力。他表示，金磚國家可
以積極推進一體化大市場，打造更緊
密的夥伴關係，大力加強企業間交往
合作，進一步加大貿易投資促進力
度，使各國在全球產業鏈上向上邁
進。
據他介紹，去年金磚國家間的貿易

額近3,500億美元，比6年前增長了
2.5倍。中國目前已成為巴西、俄羅
斯和南非最大的貿易夥伴，是印度的

第二大貿易夥伴。到去年年底，中國
對另外四個金磚國家的累計投資額已
超過550億美元。

金磚銀行明年底前投入運作
另據中新社報道，中國財政部副部

長朱光耀昨日在北京透露，中國方面
承諾做好總部位於上海的金磚國家開
發銀行籌備工作，在各國共同努力
下，確保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在2015年
底之前投入運作。五個國家的臨時董
事一致表示，要按照金磚國家領導人
的要求，盡快準備好自己國家的一到
兩個項目，確保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一
旦投入運作，就可以盡快實現首批項
目。
對於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對現有國際

經濟體系的影響，朱光耀稱，它同現
有的國際經濟體系，特別是以國際貨
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為代表的全球經濟
體系，是相互補充而不是取代的關
係。這個銀行會將工作的重心放在促
進金磚國家基礎設施的發展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北京報道）美國國
會眾院在當地時間11日通過《2015財年綜合撥款法
案》，其中的涉華不利條款對中國企業採取了歧視性
做法。對此，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孫繼文14日晚
間表示，該條款違反了公平貿易原則，對外發出錯誤
信號，中方對此表示不滿並堅決反對。
據介紹，美國國會眾院通過的《2015財年綜合撥
款法案》中包含了不得將法案撥款用於購買自中國進

口的禽肉加工製品，供給美學校中餐項目，限制美部
分政府部門購買中國企業生產的信息技術系統，以及
禁止將撥款用於頒發商業衛星對華出口許可證等內
容。
孫繼文表示，上述條款不僅影響兩國企業間的正

常商業合作，也將損害美方自身利益。中方敦促美方
採取切實措施，糾正錯誤做法，為中美經貿關係的健
康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日報》報
道，加拿大駐華大使趙樸日前就兩國反
腐合作、經濟犯罪追贓等議題接受訪
問，確認兩國已準備好簽署一項涉及追
贓的協議，包括將涉嫌貪腐人員的非法
所得返還中方。
中國外交部條法司司長徐宏近期就曾表

示，中國與加拿大談判完成「分享和返還
被追繳資產協定」，這是中國就追繳犯罪
所得對外談判的第一項專門協定，對中國
開展國際追贓合作具有重要意義，目前雙
方正在抓緊準備簽署。趙樸表示該協議涉

及「將逃往加拿大的、尤其是涉嫌腐敗活
動的人士的非法所得及財產返還」。趙樸
稱，該協議一旦簽署，將會成為與其他國
家商簽類似協議的樣板。
中加兩國已在反腐和追贓追逃方面進行

了長期的合作。今年11月，加拿大總理哈
珀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期
間，雙方同意會加強在追捕逃犯及追贓方
面的合作。趙樸稱讚兩國在這方面開展了
「良好的合作」。他還透露，在過去三年
加方向中方遣返了將近1,200人，其中有
超過60人涉嫌犯罪。

商務部：金磚國具長期增長潛力 中方批美撥款法案違公平貿易

中加擬簽署追贓協議

綜合俄羅斯之聲、俄新網、新華社報道，李克強
稱，中國願在與哈薩克斯坦和其他上合組織國

家或夥伴的雙邊合作中採取這樣的措施。他指出，這
將有助於努力成功應對經濟低迷和生產現代化升級。
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在上合組織成員國首腦峰

會上表示，俄認為加強上合組織成員國經濟合作很重
要。他說，「俄羅斯接下來的一年內將繼續輪值上合
組織主席國，俄方認為通過提升本組織內部的項目活
動以加強國家間經濟合作具有重要意義」。他強調，
「當前全球充滿挑戰，我們今天的會議在世界經濟危
機加劇背景下舉行，有政治方面的問題，有相關安全
的問題，包括我們地區的安全，保護上合組織區域安
全的能力也正在遭遇考驗」。他補充道，在這種複雜
局勢下，上合組織成員國應確定進一步加強各領域合

作的聯合行動。

探討新形勢維護地區安全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首腦理事會第十三次會

議昨日在阿斯塔納開幕，會議將深入探討新形勢、新
問題，研究制訂新思路、新舉措，共同維護地區安
全、實現發展繁榮。
上合組織成員國政府首腦理事會每年召開一次會

議，也可以根據規定召開非例行會議。
上海合作組織2001年在上海成立，目前，上合組
織全權成員國包括俄羅斯、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
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伊朗、阿富
汗、蒙古、巴基斯坦和印度擁有觀察員國地位。對話
夥伴國包括白俄羅斯、斯里蘭卡和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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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哈薩克斯坦總理馬西
莫夫打趣說「我們會努力
使我們這裡寒冷的冬天在
你訪問期間成為一個溫暖
的春天」時，坐在另一側
的中國總理李克強立刻接
過話頭說：「我感受到
了！」兩國總理一來一往
話「暖意」，令現場一陣
活躍。這是當地時間14
日，中哈兩國總理共同會
見記者時出現的一幕。

實際上，這份「暖意」自李克強抵達哈薩克斯坦之時就撲面而
來。經過6小時的飛行，14日下午，李克強乘專機抵達阿斯塔納
國際機場，在這一片冰天雪地中，馬西莫夫親自到機場迎接李克
強的來訪。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也為李克強的到訪打破
一慣例。14日正值當地周日，納扎爾巴耶夫一般不在周末會客。
但當天他在總統府高規格接待了遠道而來的中國總理。

這份暖意還在於哈社會各界對李克強到訪的期待。12日哈官
方通訊社對李克強訪問行程作出介紹，並透露此訪期間中哈總
理將見證兩國簽署約30份合作文件。這一消息令訪問的關注熱
度進一步提升。由於哈通社沒有提及30份合作文件涉及哪些具
體領域，哈學者還根據中、哈兩國經濟特點給出諸多預測，如
物流領域、可再生能源領域等等。隨着李克強訪問行程的漸次
展開這些謎底逐一揭曉，此行「暖意」一一釋放。

兩國總理當天共見記者之前，他們剛結束中哈總理第二次定
期會晤。在會晤中，李克強就雙方合作提出一系列具體建議：
希望雙方進一步優化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結構，盡快商簽新版
中哈投資保護協定，中方支持有實力的企業赴哈投資。繼續深
化能源合作，加緊推進中哈天然氣管道建設，落實好核工業領
域合作諒解備忘錄，探討開展光伏、煤化工等領域合作等。他
透露，此訪兩國在經貿領域協議金額將達140億美元。馬西莫
夫則表示，哈方願同中方擴大經貿、投資、油氣、核能、清潔
能源、礦產資源開發、金融、人文等領域合作。

會晤後，兩國總理共同見證雙方在邊境合作、礦產開發、本
幣互換、核能等領域合作文件的簽署。當天的簽字儀式還上演了「接
力」。兩國總理隨後轉場出席中哈企業家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式時，
又與現場500多名中哈企業家一起見證兩國有關政府部門和企業在核電、
油氣、鐵路等領域十幾個合作文件簽署。

向哈「推銷」中國裝備
李克強再次變身「超級推銷員」，力薦中國裝備。李克強說，中方願參

與哈薩克斯坦政府新近提出的「光明之路」計劃，這一新經濟計劃的重點
是發展基礎設施，需要鋼鐵、水泥、平板玻璃、電廠等，中國在這些方面
有很強的裝備製造能力，中方願支持哈方，實現互利共贏。

這次訪問是李克強擔任中國總理後首次訪哈。談到訪
哈印象，李克強說，在冬天到阿斯塔納來訪問，這裡的
氣候自然是寒冷的，但哈方的熱情接待尤其是中哈合作
的溫度不斷增加，使我們像身處春天一樣，「我對中哈
合作將會繁花似錦充滿信心」。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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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當地時間昨日下午，李克強在阿斯

塔納出席上海合作組織（上合組

織）成員國總理會議。據俄媒報

道，李克強在上合組織成員國首腦

峰會上稱，中國願對上合組織國家

提供資金支持，以應對經濟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李克強當地時間昨日上午在阿斯塔納會
見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李克強指出，中方願同俄方擴大能源合作；加
強高鐵合作，落實好兩國業已簽署的高鐵合作備忘錄，希望中俄高鐵合作
工作組抓緊研究莫斯科－喀山高鐵項目有關問題，儘早提出總體合作方
案；發揮好中俄在俄遠東地區的合作互補優勢，中方願擴大向俄遠東地區
投資，參與遠東跨越式開發區建設；中方也願同俄方探討在非資源領域尤
其是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開展互利合作。雙方要共同辦好明年在中國舉辦的
第二屆中俄博覽會和在俄羅斯舉辦的葉卡捷琳堡國際創新工業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三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
即將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舉行。歐洲學者認為，中國與中東歐國
家加強合作將進一步緊密區域互聯互通，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同
時為中歐合作注入新思路和新利好。
波蘭國際問題研究所學者詩麗娜認為，蘇聯解體後，中東歐國家側重
「回歸歐洲」，同時也沒有足夠實力和經濟條件與相對遙遠的中國進行合
作。現在，中東歐國家自身趕超發展，同中國合作收益頗豐，這也促使中
東歐國家越來越重視與中國的關係。
中國企業在中東歐國家的投資超過50億美元，涉及機械、化工、電信
等多個領域，並正在積極推進核電、火電等項目的投資合作，一批橋
樑、電站、高速公路等基建項目進展順利。雙方金融合作也在不斷加
強，中方多家銀行在當地開設分行，中國－中東歐國家投資合作基金一
期5億美元已成功實施。
中東歐16國中的11個國家已加入歐盟，另外5國也將加入歐盟視為目
標。專家分析，歐盟機構起初有過擔心，唯恐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
（「16＋1合作」）會影響歐盟與中國的整體關係，但現在這些疑慮已經
消除。 歐盟智庫「歐洲之友」專家莎達．伊斯蘭認為，中國和中東歐國
家關係的增強如同「催化劑」，為更廣闊的歐盟－中國對話注入新思路
和新理念。伊斯蘭說，中東歐國家的地緣位置決定了，其將是建設絲綢
之路經濟帶的關鍵樞紐，互聯互通對於中東歐國家經濟發展非常重要。

李克強：願同俄方加強高鐵合作為中歐合作注入新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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