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成果和進展
中美綠色合作夥伴計劃簽字：該計劃是中美氣候變化領
域合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實施7年來已結成42對合作夥
伴。兩國企業及各界將加強合作，推動清潔能源在全球
更廣泛領域應用。

就打擊野生動植物非法交易達成共識，將有關進展納入
今後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成果。

預計簽署12項人文交流合作協議，達成135項成果：
■啟動中美大學智庫交流
■推動中美醫學會間建立合作機制
■創建上海張江波士頓企業園 來源：新華社、中新社

奧巴馬9月訪華：

美國歡迎中國和平崛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美國總統奧巴馬6日向第八輪中
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七輪中美人文
交流高層磋商開幕式發來書面致辭，
表示美國歡迎一個穩定、和平、繁榮
的中國崛起並在世界事務中發揮作
用。
他說，美中兩國各自擁有獨特歷史

和傳統，難以事事完全一致，但必須
繼續圍繞共同挑戰、共同責任及共同
利益來構建雙邊關係，並承擔維護和加強國際體系的共同義務。他期待今年9
月訪華時與習近平繼續推進這項重要工作。

■習近平與克里、傑克盧出席開幕
式。 路透社

習近平：中美應培育共同朋友圈
兩國戰略經濟對話展開 中方力爭投資協定早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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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大國，這兩天正在
京城舉行一場規模龐大的會
議，雙方 30 餘名部長級高
官面對面溝通。與以往不同
的是，這輪對話中，中美顯
然更直面彼此間的問題和分
歧，甚至在開幕式也不諱言

南海等敏感議題。打開「減壓閥」，顯然有利於
為中美關係減負，使之輕裝前行。

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坦言中美要防止浮雲遮
眼，避免戰略誤判。那麼，中美間到底有哪些遮
眼浮雲呢？實際上，中美作為兩個世界超級大
國，彼此間可謂新老問題交織，老問題三個
「T」（台灣、西藏、貿易）一直存在，而南
海、網絡安全、人民幣國際化、人權等新問題也
層出不窮，甚至中國軍力發展走向深藍、產業升
級和「一帶一路」戰略等，都能引發美方不必要
的指責或擔憂。未來，中美間吵嘴的機會還會增
多，美國「重返亞太」的腳步也不會停下，中國
外部面臨的最大挑戰仍將來自美國。

此次是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第八個年頭，這
一機制是奧巴馬總統上台後啟動的，而今年他即
將卸任，回顧其上任之初曾提出出口倍增計劃，
這一目標顯然夢碎，有數據顯示，美國過去幾年
出口總額增長僅40%，不過，對華出口卻增長超
過150%。

雖然上述數字只能顯示中美關係的一角，但事
實不容否定，無論是從美國自身利益出發，還是
從朝核、伊核、反恐、氣候變化等地區和國際合
作來看，未來不管誰當美國總統，中國對美國都
不可或缺，而遏制中國就是遏制美國自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
去」。相信中美只要撥開浮
雲，走一條嶄新的合作共贏之
路，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大船
最終都會奔流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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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第八

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七輪中美人文交流

高層磋商昨日在京拉開序幕，國家主席習近平

出席聯合開幕式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中

美要防止浮雲遮眼，避免戰略誤判，要通過經

常性溝通，積累戰略互信。寬廣的太平洋不應

該成為各國博弈的競技場，而應該成為大家包

容合作的大平台，中美應努力培育兩國共同而

非排他的「朋友圈」，當前要全力爭取早日達

成互利共贏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

20162016年年66月月77日日（（星期二星期二））A5 重 要 新 聞■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崔竣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
美兩國高層昨日在京就敏感的南海問題坦誠
對話，直接「過招」。美國國務卿克里在開
幕致辭開始不久，即主動拋出南海問題，敦
促各方要用外交和談判方式解決爭端，要用
國際標準和國際法解決問題。國務委員楊潔
篪隨後在致辭「拆招」稱，中美要尊重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妥善處理敏感問題。
他強調，按照「雙軌」原則一定能處理好南
海問題，希望其他國家也予以積極支持。他
重申，中國堅定地捍衛國家的主權、安全、

尊嚴和領土完整。

中國東盟協定 當事國談判解決
雙軌原則（或雙軌思路）是中國於2014年

中國－東盟外長會上提出處理南海問題的主
張，即有關爭議由直接當事國通過友好協商
談判尋求和平解決，而南海的和平與穩定則
由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維護。
楊潔篪昨日重申，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和

東盟10國早在2002年就簽署《關於南海各方
行為的宣言》，宣言明確指出，各當事國應

進行友好協商來解決彼此之間的爭端，其他
的簽署國應予以積極支持。

《南海行為準則》已獲重要進展
現在中國正在同東盟國家進行密切協商，

要在宣言的基礎上，推進關於簽署《南海各
方行為準則》的準備工作，目前已取得重要
進展。
楊潔篪強調，中方認為，按照「雙軌原

則」一定能處理好南海問題，希望其他國家
也予以積極支持。對於中美間存在的其他一
些分歧，中方希望也能本着謹慎、妥善方式
處理，同時會相向而行。

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6日在京開始了
一連兩日的密集對話與磋商。中美均派出了涵蓋外交、軍

事、環境、財政、金融、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領域數十位
高官參加，預期成果豐碩（相關成果和進展詳見表）。雙方圍繞
推進新型大國關係建設、深化雙邊務實合作、管控分歧和敏感問
題、中美在亞太的互動等深入交換意見，並重點探討宏觀經濟形
勢與政策、開放的貿易與投資以及金融穩定和監管合作，強化雙
邊經濟關係。

應管控分歧積累互信
在6日的聯合開幕式上，習近平發表題為《為構建中美新型大
國關係而不懈努力》的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中美雙方要堅持
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堅定不移推進中美
新型大國關係建設。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都應該堅持這個大
方向，毫不動搖為之努力。
習近平強調，零和博弈、衝突對抗早已不合時宜，同舟共濟、
合作共贏成為時代要求。中美要增強兩國互信。要防止浮雲遮
眼，避免戰略誤判，就要通過經常性溝通，積累戰略互信。他
說，中美要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問題。中美雙方存在一些分歧是
正常的，雙方要努力解決或以務實和建設性的態度加以管控，只
要雙方遵循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則，堅持求同存異、聚同化
異，中美兩國關係就能避免受到大的干擾。

太平洋不應成競技場
習近平指出，中美要積極拓展兩國互利合作。要秉持共贏理
念，不斷提高合作水平。當前要着力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同
有關各方一道推動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取得積極成果，全
力爭取早日達成互利共贏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
習近平呼籲，中美要就亞太事務加強溝通和合作。寬廣的太平
洋不應成為各國博弈的競技場，而應成為大家包容合作的大平
台。中國奉行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始終致力於促進亞太和
平、穩定、發展。中美在亞太地區擁有廣泛共同利益，應該保持
經常性對話，開展更多合作，應對各種挑戰，努力培育兩國共同
而非排他的「朋友圈」，都做地區繁榮穩定的建設者和守護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國家主
席習近平昨日在開幕式上指出，要全力爭取早日
達成互利共贏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國務院副總理汪洋
同日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的經濟對話上
表示，中國將在下周提交中方的中美雙邊投資協
定負面清單。

美方盼華開放更多行業
BIT是2008年第四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宣

佈啟動的一項談判，迄今已進行24輪談判，取得

了階段性成果。資料顯示，中美在2015年6月第
19輪談判中首次交換了負面清單，同年9月交換了
第二輪負面清單。
據內媒報道，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希望中國可以

削減更多行業對美資的限制，減少禁止美資進入的
行業，而中國則認為美國一直以國家安全審查為由
對中國企業的投資設置限制。目前還不清楚，本輪
中方提出的是否最終版負面清單。但美國財政部負
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內森．希茨日前表示，美方將
投入一切資源，爭取在奧巴馬政府任內完成中美雙
邊投資協定談判。

中國商務部前任部長陳德銘3月在博鰲論壇上曾
表示，中美BIT談判「應該快到終點了，因為文本
談判重要核心內容已經結束」，只不過雙方在文
化、電信增值業務等領域還存在一些分歧，其次是
國家安全領域等，「美國要價很高」。陳德銘稱，
希望中美能在7月或8月之前完成談判。

美或加息 樓繼偉稱不必過慮
此外，對於美聯儲未來可能進一步加息問題，財

政部部長樓繼偉6日在吹風會上表示，對此不必過
慮，他相信其影響已經被市場所消化。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消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
磊昨日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是否需要劃設南海防空

識別區需要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特別是面臨的空中安全威脅
程度。
洪磊表示，世界上很多國家劃設了防空識別區，這是各國主權

範圍內的事情。中國是不是要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需要綜合考慮
各方面因素，特別是面臨的空中安全威脅程度。

推進BIT談判 華下周交新負面清單

中方看威脅程度
劃設南海防識區

南海問題 楊潔篪重申「雙軌」解紛爭 外
交
部
：

■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舉行氣候變化問題特別聯合會議。
新華社

■■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七輪中美人文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七輪中美人文
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昨日在北京舉行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昨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並致辭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並致辭。。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劉延東劉延東、、汪洋汪洋、、國務委員楊潔篪國務委員楊潔篪、、美國國務卿克美國國務卿克
里里、、財政部長傑克盧出席開幕式財政部長傑克盧出席開幕式。。 中新社中新社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記者葛沖記者葛沖 攝攝

習近平講話要點
中美關係
■堅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

■要通過經常性溝通，積累戰略互信。

■着力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全力爭取早日達成互利共贏的中
美雙邊投資協定。

■要為兩國各界交往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多便利。

亞太事務
■要就亞太事務加強溝通和合作。

■寬廣的太平洋不應成為競技場，應成為包容合作的大平台。

中國經濟
■着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轉方式調結構。

■中國對實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既定目標充滿信心。
記者 葛沖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