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與莫迪周五武漢非正式會晤

IT巨頭獻策擺脫核心技術受制
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開幕 習近平致信祝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蘇榕蓉 福州報道）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

會昨日在福建福州市開幕。峰會圍繞「以信息化驅動現代化，加快建設數

字中國」主題，就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等熱點議題進行交

流分享。中國互聯網界巨頭百度、阿里巴巴、騰訊、華為、京東等悉數出

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來賀信，向峰會

的召開表示衷心的祝賀，向出席會議的各界人士表示熱烈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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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建100%清潔電網

試 航 看 天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蘇榕蓉、何德花及
未來網報道，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發展司
司長聞庫昨日在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上發佈
第五代移動通信（5G）前景及政策導向。他
表示，2019年下半年5G將初步具備商用條
件，屆時擬融合應用新媒體、網聯無人機、電
力、公共安全、交通、移動遠程醫療、智能製
造等典型領域。聞庫也表示，明年下半年希望
推出第一款5G手機。
根據此前規劃，2017年 11月，工信部公
佈5G頻譜規劃；2018年已啟動5G第三階
段（系統驗證）測試，制定並發佈第三階
段實驗。
去年中國出了一個5G的概念樣機，這是二
階段測試的一個樣品，今年希望能夠在下半年
推出商用樣機和核心網的樣機，明年下半年希
望推出第一款5G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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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首款5G手機
料明年下半年推出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展台展示可供
5G網絡信號使用的芯片。 中新社

4月22日，驟雨濃霧持續整日，海上能見度極
低。中國首艘國產航母甲板上，工人正冒雨進行沖刷作業。除數輛起重吊車
外，甲板已被完全清空，暫未見有為試航慶典裝扮的跡象。中央氣象台預報
顯示，23日海軍節上午，當地仍有零星小雨，午後轉為多雲，但能見度僅
為一公里左右。此外，當日大連潮汐為小潮，水文及氣象條件較不利於試
航。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 大連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
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昨日在北京與來華
訪問的印度外長斯瓦拉傑共見記者時宣
佈：經中印雙方商定，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同印度總理莫迪將於4月27日至28
日在湖北省武漢市舉行非正式會晤。這
將是自2017年9月廈門會晤後，兩位領
導人的再度會面。

輕鬆氣氛中進行戰略溝通
新華社隨後發表的題為《中印高層
交往引領兩國關係行穩致遠》的評論
文章指出，習近平主席和莫迪總理在
非正式會晤的輕鬆氣氛中進行戰略溝

通，對兩國關係未來發展進行政治引
領，有助於增進中印政治互信，擴大
利益交融，妥善管控分歧，實現共同
發展。
文章指，中印關係是21世紀最重要

的雙邊關係之一。兩國人民毗鄰而居，
友好交往數千年，古有往來互鑒之史
實，今有共同發展之期盼。兩國領導人
近年來在多邊和雙邊場合頻繁會面，就
發展中印關係達成廣泛共識，對兩國關
係發展發揮着至關重要的戰略引領和推
動作用。兩國領導人同意構建更加緊密
的發展夥伴關係，明確了中印關係發展
的長遠目標，雙邊關係在堅持這一定位

的基礎上取得長足發展。

兩國關係回健康發展正軌
文章指，2017年，中印關係因邊界
問題經歷了困難和考驗。此事最終通過
外交手段和平解決，使兩國關係重回健
康發展正軌，更加凸顯了加強戰略溝
通、增進政治互信、管控矛盾分歧的重
要性和緊迫性，同時也再次說明，和平
相處、合作共贏是中印兩國唯一正確的
選擇。百金買屋，千金買鄰。習近平主
席曾表示，中印用一個聲音說話，全世
界都會傾聽。莫迪總理曾提出，應該以
「從英寸到英里」的精神推動印中關係

向前發展。
文章續指，無論從雙邊、地區還是全

球層面看，中印都應是長久的戰略合作
夥伴，經濟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大，共
同利益遠大於分歧。兩國要堅持雙方互
為發展機遇、互不構成威脅的基本判
斷，切實將這些重要判斷落到實處，形
成更廣泛的共識，變成更具體的舉措，
不斷擴大雙邊關係的積極面，不斷積累
兩國交往的正能量。

龍象共舞護世界和平穩定
當前，國際形勢正在發生複雜深刻變

化。作為多極化進程中的兩支重要力

量，「中國龍」與「印度象」着眼長
遠，並肩而行，不僅可以為各自國家發
展提供助力，讓兩國26億人過上更好
的生活，而且可以為維護世界和平穩
定、促進共同發展作出貢獻。
文章最後指出，中印友好、龍象共舞

乃亞洲之幸、世界之福。相信在兩國領
導人的戰略引領下，雙方有足夠的智慧
和能力處理好彼此的關係，用信任代替
猜忌，以對話管控分歧，靠合作開創未
來。兩大文明交融互鑒將煥發新的時代
活力，兩大市場優勢互補將釋放新的發
展潛能，兩大鄰國互利合作將開創新的
共贏格局。

習近平在賀信中指出，當今世界，信
息技術創新日新月異，數字化、網

絡化、智能化深入發展，在推動經濟社
會發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現代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
需要方面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加
快數字中國建設，就是要適應我國發展
新的歷史方位，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用新動能推動新
發展，以新發展創造新輝煌。

數字經濟居全球第二
在峰會主論壇上，國家網信辦發佈了
《數字中國建設發展報告（2017年）》。
報告顯示，中國信息科技發展在諸多領
域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全國數字經濟規
模已經位居全球第二，「互聯網＋政
務」讓人民群眾獲得感顯著增強。

馬雲：大企業大擔當
多位知名企業家在主論壇發表演講。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表示，當前是

技術革命的關鍵期、決勝之時，我們要
對整個互聯網的發展有更加深刻的認
識。他認為，大企業更應有大擔當，加
快在有利於社會發展、人類進步的核心
技術領域實現突破，在解決未來問題、
人類發展問題和國際技術競爭中擔當
重責。

馬化騰：技術需站上來
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

也說，數字中國建設是一個時代的變革
與機遇，它需要我們實現核心技術的突
破，讓數字創新深入各行各業，讓更多的
人能夠跨過數字鴻溝，並充分利用數字技
術來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談及數字中國建設的感受，馬化騰稱數
字化技術需要「站上來」、數字化創新需要
「沉下來」和數字化升級需要「用起來」。
他說只有科技這塊「骨頭」足夠硬，我們才
有和國際巨頭平等對話的機會。
華為董事長梁華的發言備受矚目。梁

華表示，華為將依託「芯片設計、數學

算法、基於電子信息技術的架構設計」
等核心能力，構建端、網、雲協同的ICT
基礎設施平台，創建各行各業生態合作
夥伴的創新黑土地。

梁華：打通行業孤島
梁華指出，「我們看到，各行各業的
『應用、平台、網絡、行業終端』之間
的數據通道和業務通道並未完全打通，
仍然有非常多的數據和業務孤島，還存
在着大量的數據和業務斷點。」他表
示，華為願與各行各業的生態合作夥伴
一起，優勢互補、密切合作，真正打通
行業客戶「端、網、平台、應用」的數
據通道和業務通道。
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22日至24日

舉行，由國家網信辦、國家發展改革
委、工信部、福建省政府共同主辦。
各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網信部
門負責人、行業組織負責人、產業界
代表、專家學者及智庫代表等約800人
出席峰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電網
雄安新區供電公司昨日正式掛牌成立，此舉
標誌着雄安電網規劃建設步入加快推進實施
階段。根據雄安新區電網規劃，將實現電力
100%清潔化，率先成為全時段100%清潔電
能供應的城市電網，電能佔終端能源消費比
例達到52%以上。
雄安新區供電公司是國家電網河北省電力

有限公司全資分公司，負責雄安新區電網規
劃、建設、運營和供電服務等各項業務，為
雄安新區建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能源支撐。
目前，雄安新區電網規劃已編制完成。

該規劃由內地50餘名頂尖專家經數月集中
工作研究編制，廣泛徵求聽取河北省推進
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雄
安新區管委會以及有關院士和知名專家的
意見和建議，緊密對接新區總體規劃和能
源規劃，充分借鑒吸收世界先進城市電網
經驗，緊扣新區建設發展要求，契合未來
電網發展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商務部網站及新華
社報道，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之際，美國
財長姆努欽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春季年會上表
示，他正考慮去中國就貿易問題進行談
判。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昨日應詢回應
表示，中方已收到美方希望來北京進行經
貿問題磋商的信息，並對此表示歡迎。

解決爭端持謹慎樂觀態度
姆努欽上周六表示，他對兩國未來達成
協議解決爭端的可能性持「謹慎樂觀」態
度。姆努欽說目前他不能透露更多細節，
也沒有具體的對話時間表。美國媒體分析
認為，如果姆努欽訪華並就美中貿易展開
談判，將在相當程度上化解目前的中美經

貿緊張局勢。

與易綱會談聚焦金融合作
年會期間，他會見了前來參會的新任中

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兩人的會談聚焦貨
幣政策和金融合作，包括中國進一步向全
球開放銀行和保險等金融服務市場。美方
對此表示讚賞。
此前，有接近白宮的消息稱特朗普政府

將公佈對華1,000億商品徵稅名單，但在過
去的一周，白宮並沒有公佈所謂的1,000億
清單。很多分析認為，從白宮辦公廳主任、
國務卿到國家安全顧問和高層經貿幕僚，總
統特朗普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內把身邊要員幾
乎換了個遍，後果之一是政策常常缺乏延續
性，幕僚和總統表態時常不一。

美財長考慮來華磋商
中方表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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