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強：共同維護自由貿易
與安倍文在寅出席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香港文匯

報訊 據新

華社報道，

當地時間5

月 9 日 上

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東京迎賓

館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韓國總統文在

寅共同出席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就中日韓合作以及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

看法。三國領導人都在發言中強調合作

維護自由貿易的重要性。李克強還進一

步提出，打造「中日韓+X」模式，聚集

三方優勢，共同開拓第四方甚至多方市

場，帶動和促進本地區國家實現更好更

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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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達成主要共識
■同意定期召開領導人會議，引領擴大共同
利益，管控和化解分歧

■打造經濟上開放融通的中日韓合作，加快
中日韓自貿區、RCEP談判，同意建立
「中日韓＋X」機制，聯合拓展第四方市
場並使合作方受益，提高三國國際競爭力

■一致歡迎朝鮮半島核問題重新回到對話解決
的軌道，中方將繼續為此發揮建設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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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表示，中日韓作為世界三大經濟體，互
為重要經貿合作夥伴，對促進地區經濟發

展、引領區域一體化進程、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負
有重要責任。面對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
形勢，中日韓加強合作不僅是三國自身發展的需
要，也是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三方
應抓住機遇，擴大利益融合，努力推動地區持久
和平與共同繁榮。

促加快三國自貿區談判
第一，積累政治互信，營造良好氛圍。三國間

的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對於分歧也可以用東方
人的智慧來管控和化解。我們要正視歷史、面向
未來，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發展更高層次的合
作。
第二，共同維護自由貿易，推動區域經濟一體

化。堅定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反
對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提升區域經濟一體化水
平，共同推動建設開放、聯動、包容和平衡的亞
洲經濟體系。加快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進程，推動
早日達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引領推動制定東亞經濟共同體藍
圖，加強在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產能和投資、基
礎設施和互聯互通、金融、可持續發展、人文交
流六大領域合作。

聚三方優勢拓多方市場
第三，打造「中日韓+X」模式，促進地區可持

續發展。應集聚三方優勢，通過「中日韓+X」模
式，在產能合作、防災減災、節能環保等領域實
施聯合項目，發揮三方在裝備、技術、資金、工
程建設等方面的各自優勢，共同開拓第四方甚至
多方市場，帶動和促進本地區國家實現更好更快
發展。
第四，深化人文交流，夯實民意基礎。充分挖

掘三國歷史傳統中人文內涵，加強文化、教育、
旅遊、媒體等領域交流合作，促進心靈溝通。擴
大人員往來，加強青少年交流。
第五，鼓勵技術創新，推進減貧、環保、抗災

等工作，促進全球包容增長。
李克強強調，中日韓三國要共同努力，維護地區
穩定和繁榮，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推動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亞洲和世界；共商
共建共享「一帶一路」，進一步加強政策溝通協調，
引導三國企業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

文在寅盼推進民生領域合作
安倍晉三表示，三國是世界主要貿易國家，均

支持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應提出與21世紀相匹
配的高標準貿易規則。在人文交流領域，以在三
國舉辦奧運會、殘奧會為契機，推進人員往來，
加強教育、旅遊合作，推動地區向更加開放包容
的方向發展。
文在寅表示，韓中日領導人會議時隔兩年半再

次舉行，三國是不可分隔的合作夥伴，希望今後
定期召開領導人會議，實現制度化機制化。三國
應充實務實合作內容，推進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
的環保、醫療、能源、抗災等領域的合作，讓三
國人民切身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表示，希望美方不要賊喊捉賊、
倒打一耙。
有記者問：據報道，8日，美國新
任常駐世貿組織代表在世貿組織總理
事會上發言稱，他對中國自稱是「受
害者」感到困惑。一個世界上經濟方
面最具「保護主義」色彩的國家居然
將自己定位為自由貿易和全球貿易體

系的捍衛者？世貿組織絕不能保護破
壞全球貿易體系的國家。中方有何評
論？
對此，耿爽表示，中國有句話叫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誰是多邊
貿易體制的捍衛者，誰是國際貿易規
則的維護者，誰在奉行保護主義措
施，誰在揮舞單邊制裁大棒，國際社
會自有明辨。希望美方不要賊喊捉
賊、倒打一耙。

耿爽說，當前，世界經濟復甦正處
於關鍵時期。我們希望美國作為世界
第一大經濟體，能夠切實負起應盡的
責任，發揮與自身地位相符的建設性
作用。
耿爽表示，中方始終願意同包括美

方在內的國際社會一道，共同促進國
際貿易增長，共同深化各國經貿合
作，共同為世界經濟的發展不斷注入
正能量。

外交部：望美方遵守貿易自由勿賊喊捉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商務部新聞

發言人昨日稱，中方同意在適當時候赴美磋商。
該發言人稱，中方已收到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

的來信，正式邀請習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牽頭人
劉鶴訪美，就雙邊經貿問題繼續磋商。中方已接受
邀請，同意在適當時候赴美磋商，雙方工作團隊正
在保持密切溝通。
5月3日至4日，劉鶴與美國總統特使、財政部
長姆努欽率領的美方代表團就共同關心的中美經

貿問題進行了坦誠、高效、富有建設性的討論。
雙方均認為發展健康穩定的中美經貿關係對兩國
十分重要，致力於通過對話磋商解決有關經貿問
題。雙方就擴大美對華出口、雙邊服務貿易、雙
向投資、保護知識產權、解決關稅和非關稅措施
等問題充分交換了意見，在有些領域達成了一些
共識。雙方認識到，在一些問題上還存在較大分
歧，需要繼續加緊工作，取得更多進展。雙方同
意繼續就有關問題保持密切溝通，並建立相應工
作機制。

劉鶴應美邀請 適時赴美磋商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
央社報道，當地時間5月9日下午，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同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舉行會談時強調，中日雙
方要恪守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達
成的共識，推動中日關係重回正常
軌道。
李克強指出，中日是重要近鄰和

世界主要經濟體，兩國關係長期健
康穩定發展，符合雙方利益，也有
利於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
榮。今年適逢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
結40周年，兩國關係處於改善發展

的關鍵階段。雙方要審時度勢，重
溫條約精神，鞏固政治基礎，拓展
友好合作，將互為合作夥伴、互不
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落實到位，推
動兩國關係重回正常軌道，實現長
期健康穩定發展。

本幣互換有助金融穩定
李克強表示，新形勢下，中日雙

方應結合各自經濟發展需要，加強
節能環保、科技創新、高端製造、
財政金融、共享經濟、醫療養老等
重點領域的合作。雙方已就盡早簽

署本幣互換協議達成原則共識，這
有助於維護金融市場穩定、促進投
資便利化。中方同意給予日方2,000
億元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額度，支持日本金融機
構積極通過RQFII投資中國資本市
場。中方對在東京設立人民幣清算
行持積極態度。
在李克強總理和安倍晉三首相共

同見證下，中國商務部部長鍾山與
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世耕弘成9日共
同簽署了《關於加強服務貿易合作
的備忘錄》，中國國家發展改革
委、商務部與日本外務省、經濟產
業省共同簽署了《關於中日第三方
市場合作的備忘錄》。
雙方同意成立「雙邊服務貿易合作

機制」，積極促進服務領域互利合
作。同意加強兩國在第三方市場合
作，在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機制下設立
跨部門的「推進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
工作機制」，並與經濟團體共同舉辦
「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
當前，中日經貿合作呈現企穩回

升態勢。2017年雙邊貿易重返3,000
億美元規模，日本對華投資加快回
升，中國對日跨境電商、移動支
付、共享經濟等新經濟模式投資增
多，訪日中國大陸遊客超過730萬
人次，比上年增長15%。

中日成立雙邊服貿合作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表示，中方願同日方一道，在第
三方市場開展相關合作，實現優勢互
補，互利共贏。
據日本媒體報道，中日兩國擬設立

「一帶一路」官民協議會，促進兩國在
第三國合作推進更多經濟產業項目。
對此，耿爽在答問時說，「一帶一

路」是開放包容的倡議，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原則，所有志同道合的國家均
可以參與其中，中方對日方參與「一
帶一路」建設一直持開放態度。去
年，日方也派高級代表團出席了「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日方參與「帶路」意願積極
耿爽說，近來日本領導人就「一

帶一路」建設多次作出積極表態，
不少日本企業也表示願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我們認為，日
方以適當方式參與共建「一帶一
路」將為中日經濟合作開闢新的空
間，創造新的增長點。促進中日兩
國企業在第三方市場開展合作，有
利於拓展兩國經貿合作，也有利於
第三方經濟發展。
耿爽介紹說，據了解，在前不久舉
行的第四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上，中
日雙方就建立官民並舉的交流平台並
研究具體的合作項目達成了共識。李
克強總理此次訪日期間，雙方還將簽
署有關備忘錄。我們願同日方一道，
在第三方市場開展相關合作，實現優
勢互補，互利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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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李克強
在會談開在會談開
始前與安始前與安
倍晉三握倍晉三握
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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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李克強、、安安
倍晉三及文在倍晉三及文在
寅在東京共同寅在東京共同
出席第七次中出席第七次中
日韓領導人會日韓領導人會
議議。。 路透社路透社

三國合作新定位

■■ 第七次中日韓領導第七次中日韓領導
人會議現場人會議現場。。 法新社法新社

東亞合作之艦

全球發展之源

地區穩定之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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