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月PMI回升 製造業擴張提速

王毅：保護主義等於自關入華大門
湄公河國可當「帶路」重要夥伴 中國將為次區域經濟闢新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

王毅近日出席在越南河內舉行的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

（GMS）工商峰會及第六次領導人會議。在工商峰會上，王

毅指出，中國的發展進入新時代，將繼續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

穩定動力源，也將為次區域經濟發展開闢新空間。中國願與各

國分享發展的機遇，但搞保護主義，等於自我關閉通向中國的

大門，必將自食苦果。他同時表示，湄公河流域國家完全可以

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合作夥伴。學者向香港文匯報指出，

「帶路」倡議有望使大湄公河流域成為全球經濟新熱點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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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外交部消息，王毅表示，中國的發展進入新
時代，將繼續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穩定動力

源，也將為次區域經濟發展開闢新空間。中國將實
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大幅度
放寬市場准入，擴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對外開
放，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保護知識產權，創造
國際一流營商環境。預計未來5年，中國將進口8
萬億美元商品，吸收6,000億美元外國投資，對外
投資總額將達到7,500億美元。

開歷史倒車將自食苦果
「需要指出的是，開放應該是雙向的、相互

的。」王毅指出，中國對別的國家開放，也希望別
的國家向中國開放。國際貿易中出現一些分歧和爭
端是正常現象，關鍵是應通過平等協商，堅持依法
依規，尋求合理解決，謀求互利共贏。任何搞單邊
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都是開歷史倒車，不
僅沒有出路，還將反受其害。中國願與各國分享發
展的機遇，但搞保護主義，等於自我關閉通向中國
的大門，必將自食苦果。時間會證明這一點，事實
也會證明這一點。

促柬緬泰越老共同發展
王毅還表示，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促進次區域國
家共同發展。目前，中國是柬埔寨、緬甸、泰國、
越南第一大貿易夥伴，是老撾第二大貿易夥伴。去
年，中國與次區域五國貿易額已達2,200億美元，
人員往來約3,000萬人次。中國累積對次區域五國
的投資達到400多億美元。「遠親不如近鄰」，中
國歡迎次區域國家優先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
此外，王毅透露，中國已開始籌備第二屆「一帶

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很快成立論壇對外聯
絡辦公室，加強與各方面的聯繫溝通。而大湄公河
次區域歷史上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之地，21世紀的今天，
完全可以成為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合作夥伴。

專家：有望成經濟新熱點
據了解，大湄公河次區域五國都同中方簽署了
「一帶一路」合作協議，其中，中老、中泰鐵路、
中緬陸水聯運等重大項目正在積極推進。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向

香港文匯報表示，中國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不僅
地理上山水相依，更有東盟自貿區的合作基礎，具
備比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更加得天獨厚的條
件。如果能利用好「一帶一路」倡議的機遇，該區
域有望成為全球經濟新熱點地區。

香港文匯報訊 王毅昨日在越南河內
出席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第六次領
導人會議。據新華社報道，王毅在致辭
中表示，要在挖掘增長新動能方面闖出
新路。
王毅說，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已
走過25年歷程，成長為亞洲增長動能
最強、合作勢頭最好的次區域。我們應
總結經驗，把握機遇，開闢次區域發展

新局面。要推動更加強勁的經濟增長，
在挖掘增長新動能方面闖出新路，向創
新要動力，向變革要效益。要構建更加
開放的合作格局，不斷促進貿易和投資
自由化和便利化，支持多邊貿易體制，
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開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要打造更
加聯動的互聯互通網絡，重點推進重大
項目建設，充分釋放互聯互通振興經

濟、改善民生的潛力。要深化更加緊密
的夥伴關係，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包容互信，在合作中謀求雙贏、共
贏，走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道路。

做實政策對接 走活經濟走廊
王毅表示，根據中共十九大作出的

部署，新時代的中國將全力追求高品
質發展，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不斷

深化同周邊國家互利合作。次區域國
家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天然夥伴，
也是首要受益對象。我們將推動次區
域合作與「一帶一路」倡議對接，實
現協同聯動發展。我們要把政策對接
做實，把經濟走廊走活，把經貿紐帶
拉緊，把民心相通做深，打造更為緊
密的次區域命運共同體，開闢次區域
發展更加光明的未來。

出席大湄公河峰會出席大湄公河峰會 籲挖掘增長新動能籲挖掘增長新動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昨日發佈數據顯示，3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升至51.5%，比
2月上升1.2個百分點，創季度高點，亦是
連續20個月高於50%的榮枯線；非製造
業PMI錄得54.6%，上升0.2個百分點。
製造業和非製造業PMI雙雙反彈，帶動中
國綜合PMI產出指數上升至54%，較2月
上升1.1個百分點，顯示經濟活動進一步
擴張。

春節因素影響基本消除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

趙慶河認為，隨着春節後企業集中開工，
生產經營活動加快，製造業擴張提速，呈
現穩中有升態勢，製造業增長的內生動力
不斷增強。非製造業總體延續平穩較快的
運行格局。
從分項指數看，製造業PMI所有分項指

數除原材料購進價格，均出現上升。分企
業規模看，大、中、小型企業PMI今年來
首次同時處於擴張區間。
非製造業PMI中，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

微降0.2個百分點至53.6%，仍高於上年均
值。從行業大類看，鐵路運輸、航空運
輸、電信、銀行等行業商務活動指數均位
於55%及以上的較高景氣區間。建築業商
務活動指數錄得60.7%，上升3.2個百分
點，高於上年同期0.2個百分點。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師陳中濤指出，3

月製造業PMI重新回歸51%以上近年來的
正常水平，主要分項指數回升明顯，顯示

春節因素影響基本消除，市場需求回升明
顯，生產活動恢復加快，預計一季度GDP
增長6.8%左右。

分析：警惕產品庫存趨升
陳中濤認為，從PMI來看，當前經濟中
值得關注的問題有兩個。一是企業購進價
格指數為53.4%，保持穩定；出廠價格指
數為48.9%，較上月回落0.3個百分點，二

者差距有所擴大，企業效益面臨承壓。二
是今年以來產成品庫存指數高於積壓訂單
指數1個百分點以上，或預示後期產品庫
存趨升。
趙慶河則指出，用工問題越來越受企業

關注。調查結果顯示，本月反映勞動力成
本高的企業比重為40.2%，比上月上升1.4
個百分點，在企業反映的困難和問題中連
續兩個月位居首位。

香港文匯報訊朝鮮勞動黨委員長、國
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於3月25日至28
日對中國進行非正式訪問，據央視網報
道，朝鮮中央電視台29日下午播出金正
恩對中國進行非正式訪問的紀錄片，在報
道中多次使用「兄弟般友誼」、「家庭氣
氛」等詞彙形容朝中關係和此訪的氛圍。

時長35分鐘 稱重要歷史事件
紀錄片播出時長為35分鐘左右。報道
指出，這次訪問是非常重要的歷史事
件，是加強和鞏固朝中友誼的重要契
機，也是把兩黨兩國關係提升到一個新

階段的重要契機。
報道稱，在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金
正恩對中國進行了訪問，中國也給予了
熱烈歡迎。中國珍視中朝友誼，以最高
規格接待金正恩，金正恩對中方的熱情
接待表示感謝。

朝黨報：兩國命運無法分割
此外，朝鮮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
聞》在30日的頭版頭條發表社論說，最
高領導人金正恩訪華是翻開朝中友好新
篇章的歷史性訪問。
社論說，金正恩訪華的消息讓朝鮮民

眾激動不已，是朝中友好關係發展新的
里程碑。此次訪問重溫了朝中友好的珍
貴，將朝中關係推向符合新時期要求的
新的更高階段。在處於前所未有的激變
中的朝鮮半島新形勢下進行的此次訪
問，是朝鮮黨和政府珍惜兩黨兩國友好
關係的實證。
社論稱，隨着歲月流逝，兩國的實際
情況和環境發生很多變化，但朝中人民
的命運無法分割的歷史性真理永不改
變，在歲月的風波中再次證明了兩國關
係更加團結是建設人民的幸福未來、維
護地區和平安定的不可或缺的條件。

朝鮮播金正恩訪華紀錄片
展示朝中「兄弟般友誼」

■■ 王毅昨日在越南王毅昨日在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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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日本文部科學省30日公佈了修
訂後的高中「學習指導綱要」，要求在高中教育
中加入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不存在領土
爭議等內容。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陸慷
昨日表示，中方已就日本高中「學習指導綱要」
涉釣魚島問題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日方切
實正視歷史和現實，以正確歷史觀教育年輕一
代，停止在有關問題上製造事端。
陸慷說，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

中國固有領土，中方堅決捍衛領土主權，任何
企圖染指中國釣魚島主權的言行都是徒勞的。
「中方已就此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我們要求

日方切實正視歷史和現實，以正確歷史觀教育年
輕一代，停止在有關問題上製造事端。」他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科考隊員近日在東南太平洋
海域首次發現大面積富稀土沉
積。這一發現刷新了中國和國際
上深海稀土資源調查研究的新紀
錄。科考隊已在東南太平洋深海
盆地內初步劃分出了面積約150萬
平方公里的富稀土沉積區。

含量較高達「成礦」條件
科考隊員是在中國首次環球海洋
綜合科學考察第五航段暨中國大洋
46航次第四航段科考作業中獲此發
現的。據中國大洋46航次首席科學
家石學法介紹，大洋46航次第四航
段對東南太平洋約260萬平方公里
範圍內的深海盆地進行了海洋地質
調查和環境綜合考察，採集了豐富
的沉積物樣品、海水樣品以及淺地
層剖面、多波束地形、水文氣象和
生物化學資料。
科考隊員利用相關儀器對所獲
沉積物樣品進行現場測試。結果
顯示，該區域多站深海黏土中稀
土元素含量較高，達到「成礦」
條件，表明在東南太平洋海盆局
部區域內沉積物具有非常高的稀
土成礦潛力。
石學法說，這是國際上首次在
東南太平洋海域發現大範圍富稀
土沉積，為在該區域深入開展深
海稀土資源調查和相關環境研究
奠定了基礎。

研究水平處國際先進之列
中國大洋協會辦公室副主任李

波表示，由中國大洋協會辦公室指導下的
中國大洋46航次科考，是實現「蛟龍探
海」工程「十三五」階段目標、完善中國
深海活動三大洋戰略佈局的重要舉措。中
國大洋協會辦公室2012年立項開展深海
稀土資源調查研究，是國際上第二個開展
深海稀土資源調查的國家。
據介紹，中國已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初步
劃分出了4個富稀土成礦帶，提出了全球
12個深海稀土資源潛在富集調查區。目
前，中國在深海稀土資源的調查研究水平
處於國際先進之列。

日高中綱要妄言「釣島屬日」
中方提嚴正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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