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德要做合作共贏示範者
抓住擴開放新機遇 科創引領做大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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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強調，中德兩國要做合作
共贏的示範者、中歐關係的引

領者、新型國際關係的推動者、超越
意識形態差異的合作者。這應當是雙
方下階段推進兩國關係共同努力的方
向。雙方要保持高層密切交往，加強
對雙邊關係的頂層設計，鼓勵兩國各
領域交流合作，用好機制性對話，我
們歡迎德國抓住中國新一輪開放機
遇；要以科技創新為引領，共同做大
蛋糕、做大產業、做大市場，雙方可
以在未來產業領域開展更多合作，共
同開拓第三方市場；要以人文合作為
抓手，夯實兩國友好的民意基礎；要
展現中德兩國的責任和擔當，共同應
對各種全球性挑戰，我們願繼續同德
方在多邊框架內一道推進全球治理和
多邊主義，在推動解決熱點難點問題
方面加強溝通合作。中方讚賞德方支
持「一帶一路」倡議，歡迎德國企業
積極參與。

中方願與歐方共倡多邊主義
習近平指出，中國始終堅定支持歐

洲自主選擇的一體化道路，希望歐盟
保持團結、穩定、開放、繁榮。中方
願同歐方一道，堅定倡導多邊主義，
向國際社會發出更多明確、可預期、
提振信心的信息，推動國際形勢朝着
穩定和有利於各方的方向發展。

默克爾：加強國際事務協調
默克爾表示，很高興連任德國總理

後很快來華訪問。我贊同習主席對德
中關係的評價。中國是國際社會重要
成員，是德國重要貿易夥伴。德中關
係已進入新時代，德國願抓住中國深
化開放帶來的新機遇，擴大德中貿易
投資合作，擴大人文交流。在當前世
界形勢發生很大變化的背景下，德中
兩國要加強在國際事務中溝通協調，
密切在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框架內業已
富有成效的合作。德國支持增進歐中
合作關係。
雙方還就國際貿易、伊朗核問題等

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看法。
當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

書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默克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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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人

民大會堂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舉

行會晤。習近平歡迎默克爾第

11次訪華，讚賞默克爾對中

德關係的高度重視。習近平指

出，2014年中德建立全方位

戰略夥伴關係以來，兩國關係

得到長足發展，合作廣度和深

度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方

願同德方共同努力，推動雙邊

關係不斷邁上新高度。習近平

強調，中德兩國要做合作共贏

的示範者，呼籲雙方要以科技

創新為引領，共同做大蛋糕、

做大產業、做大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中美
第二輪經貿磋商上周在美國華盛頓結束，當
地時間23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華
盛頓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舉行會晤。王毅表
示希望經過共同努力，中美合作的清單會越
來越長，問題的清單會越來越短。

敦促妥處台灣等敏感問題
王毅昨日在結束訪問阿根廷回國途經華盛
頓時，同蓬佩奧舉行會晤。王毅表示，他同
蓬佩奧國務卿進行了坦誠、深入的會談。雙
方都認為，中美關係對彼此都是最重要的雙
邊關係。中美合作的需要遠大於分歧，面臨
的機遇遠大於挑戰。
「我們都認為最近雙方團隊就貿易問題展
開的密集磋商是建設性的，取得了積極和重
要成果。重要的是，雙方都願意以做加法而
不是做減法的方式，盡快緩解直至解決貿易

不平衡問題。希望這些共識能夠通過進一步
具體磋商盡快加以落實。」王毅稱。
王毅還透露，雙方都高度評價兩國元首對
中美關係發揮的戰略引領作用，願意落實好
兩國元首達成的一系列共識，尊重彼此的核
心利益與重大關切，妥善處理台灣等敏感問
題，排除干擾，克服困難，共同推動兩國關
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總之，希望經過共同
努力，中美合作的清單會越來越長，問題的
清單會越來越短。

商務部：擴美進口滿足人民
此外，針對外媒報道的中美對磋商成果存

在理解偏差，美方只是擱置貿易戰而非徹底
停止，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則在昨日
舉行的例行新聞發佈會上強調，此次中美經
貿磋商，很重要的一個共識就是雙方都認為
不應使目前的中美貿易爭端升級，不打貿易

戰，應該通過對話與合作，妥善解決雙邊經
貿領域出現的問題。
高峰表示，中美雙方都認為，貿易應該是
企業的市場行為，應該尊重市場經濟的規
律。他同時指出，積極擴大進口是中方長期
堅持的政策。「我們需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
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動國民經濟高質量發
展。中方歡迎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優質
的、有競爭力的商品和服務進入中國市場，
我們也願意為其參與中國市場競爭提供公
平、透明的營商環境。」

羅斯將訪華落實聯合聲明
中國商務部透露，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將

於近期訪華。中美雙方將根據華盛頓磋商
所達成的共識，認真落實聯合聲明所涉包
括採購農產品、能源產品在內的各項具體
內容。

王毅華盛頓晤美卿：
盼中美合作清單越來越長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會晤會堂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會晤。。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王毅同蓬佩奧舉行會
晤後共同會見記者。據新華社報道，
有美方記者問及對美國防部取消對中
國軍方參與2018環太平洋軍演邀請的

看法。王毅表示，美方的這一決定沒
有建設性、也是輕率的，不利於增進
中美相互理解與互信。美方應摒棄這
種負面思維。中美都是世界大國，雙
方完全可以就海上安全問題開展合
作，建立互信，這有利於共同為促進
世界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

中國南海部署防衛正當合法
針對有美方記者提及中國在南海搞

所謂「軍事化」問題，王毅表示，中
國在南海自己的島礁上搞建設活動，
主要是建設民用設施，同時也建設必
要的防衛設施。有關建設是國際法賦
予每個主權國家的自保權和自衛權，
與軍事化無關。這與美方在關島和夏
威夷部署軍事設施是一樣的，何況中
國部署的規模遠不如美國，沒有必要
對此進行炒作。

李克強提5建議推動中德關係
1.發揮多領域機制性對話作用

■ 辦好年內舉行的新一輪中德政府磋商，開展全
方位對接

■加強在財金、貿易、投資、安全等領域溝通交流

■共同制定未來合作新「路線圖」

2. 秉持雙向開放擴大合作共贏

■歡迎德企續分享中國市場開放紅利

■ 希望德方同中方保持雙向開放，為中企赴德、
赴歐投資興業創造公平、開放的環境和穩定的
制度框架

3. 以數字化和創新合作為引領

■ 加強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車聯網、自動
駕駛等新興產業領域合作

■挖掘在智能製造等領域的研發與合作潛力

■探討共同組建合作平台或研發中心

■支持兩國科技部門商簽創新合作諒解備忘錄

■打造中德合作「新引擎」

4. 加強發展戰略對接互補優勢

■ 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探討在中東歐等地區先
行先試

5. 推動人員往來便利化擴交流

■擴大文化、教育、旅遊等領域交流

■支持中德互派實習生計劃，弘揚工匠精神

資料來源：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上午
在人民大會堂同來華進行正式訪問的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會
談。李克強表示，當前中德關係與各領域合作呈現全面、深入
發展的良好勢頭，中方對此表示滿意。兩國新一屆政府應共同
努力，加強規劃，推動中德關係與各領域互利合作在現有高水
平基礎上更上層樓，包括更好發揮雙方多領域機制性對話的積
極作用，秉持雙向開放，擴大合作共贏，以數字化和創新合作
為引領，加強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車聯網、自動駕駛等
新興產業領域合作，打造中德合作的「新引擎」。（詳見表）

共推中歐投資協定談判
李克強指出，中國和歐盟是世界上兩支重要力量。中方堅定
支持歐洲一體化進程，希望歐盟團結、穩定、開放、繁榮。當
前形勢下，中方期待推進中歐投資協定談判，願同歐方一道積
極倡導多邊主義，共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促
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
默克爾表示，德方高度重視對華關係，雙方保持密切溝通、
加速高層互訪十分重要。今年雙方將有一系列高層往來，期待
不久的將來在德舉行新一輪德中政府磋商，希望雙方各層級對
話定期舉行。德方願同中方加強經貿、科技、自動駕駛等廣泛
領域合作。歡迎中國企業投資德國。德中合作將為世界和多邊
秩序作出積極貢獻。德方願為促進歐盟同中國關係的發展作出
努力，支持推進歐中投資協定談判，希望盡早取得積極進展。
雙方還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會談前，李
克強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為默克爾舉行歡迎儀式。
當天上午，李克強和默克爾舉行早餐會，就中德、中歐關係
以及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看法。

中歐經貿對話盡快舉行
此外，據新華網報道，昨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
務院副總理、中歐經貿高層對話中方主席劉鶴應約與歐委會副
主席、對話歐方主席卡泰寧通話。雙方同意盡快舉行第七次中
歐經貿高層對話。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昨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談後共同
會見記者並回答提問。在回答關於中國－中東歐國家
合作（「16+1合作」）的提問時，李克強表示，
「16+1合作」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共同創建的合作
平台，也是中國同歐洲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有益補
充，有助於推動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共同發展、縮小
歐盟內部差距、實現均衡發展和歐洲一體化進程。

默克爾：優勢互補 不存分化
默克爾表示，「16+1合作」是一個有益的合作平
台，有利於促進中東歐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中東歐國
家與中國優勢互補，開展合作是對歐盟內部建設有益
的補充，並不是在分化歐盟。

回應美撤邀華參與環太軍演
稱「沒建設性 不利互信」

■ 王毅在華盛頓同蓬佩奧舉行會晤後
共同會見記者。 新華社

總理會談：加強自動駕駛多領域合作

李克強重申
「16+1」促歐洲一體化

■■ 李克強在李克強在
人民大會堂東人民大會堂東
門外廣場為默門外廣場為默
克爾舉行歡迎克爾舉行歡迎
儀式儀式。。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