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中法共舉多邊主義旗幟
法總理訪華 願與中方共同應對世界不穩定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正走

到一起，對抗美國的貿易保護政

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昨日會見到訪的法國總

理菲利普時，先後提出中國願意與

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國家，共舉多

邊主義旗幟。當天另一場備受關注

的對話中，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和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卡泰寧共同提

出，必須堅決反對單邊主義和貿易

保護主義，防止這種行為可能對世

界經濟產生的衝擊和衰退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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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及
參考消息網報道，中國國防部
新聞發言人任國強昨日證實，
應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
鳳和上將邀請，美國國防部長
馬蒂斯將於6月26日至28日訪
問中國。中國國家和軍隊領導
人將會見馬蒂斯，雙方將就兩
國兩軍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問題
交換意見。
任國強表示，發展健康穩定

的中美兩軍關係符合中美雙方
的共同利益，也是國際社會的
普遍期待。中方高度重視與美
方發展軍事關係，希望美方與
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使兩
軍關係成為兩國關係的重要穩
定因素。
美聯社的報道說，這是特朗

普政府的國防部長首次訪問中
國。馬蒂斯此行凸顯出美國與

其在東亞的主要對手彼此接觸
的必要性，儘管它們之間的分
歧和相互猜疑越來越突出。

外媒：美盼與華於朝核達共識
另有外電報道指出，馬蒂斯
也將在為期4天的亞洲行訪問
韓國及日本，在訪問中國後，
他將前往首爾與韓國國防部長
宋永武舉行會談，接着於29日
赴日會晤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
五典。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
領導人金正恩本月初在新加坡
舉行歷史性會談後，美方期望
在朝核問題上中美之間能取得
共識，甚至能取得三方的共
識。
馬蒂斯說，美國、中國、日
本及韓國「擁有共同目標，即
朝鮮半島落實全面、不可逆且
可驗證的非核化」。

美防長亞洲行首站訪華

習近平昨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法國
總理菲利普。習近平強調，中法要強

化夥伴意識，堅持相互信任、平等相待，尊
重和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中方願
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實現「一帶一路」
倡議同法國和歐盟發展戰略有效對接。雙方
要共舉多邊主義旗幟，堅持公平正義，共同
維護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菲利普表示，法國
在國際事務中堅持獨立自主的政策，在多邊
主義面臨挑戰的今天，擁有穩定的合作夥伴
非常寶貴。法方願同中方共同致力於促進世
界的和平與穩定，加強歐盟同中國的合作關
係。
菲利普表示，法國對法中關係充滿信心，
願繼續深化兩國經貿、文化交流，推進民用
核能、航空航天等戰略性合作。「一帶一
路」倡議是一個面向未來的合作設想，符合
全人類的利益。法國在國際事務中堅持獨立
自主的政策，在多邊主義面臨挑戰的今天，
擁有穩定的合作夥伴非常寶貴。法方願同中
方共同致力於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加強
歐盟同中國的合作關係。

菲利普：願同中方增進政治互信
昨日下午，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與菲利普
舉行了會談。李克強強調，中方願同包括法
國在內的歐洲國家共同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
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維護多邊主義
和自由貿易體制，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
題。菲利普表示，法方願同中方進一步增進
政治互信，深化務實合作，共同應對當前
世界形勢中的不穩定性，維護多邊主義和
自由貿易體系，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單邊
主義。
中國商務部網站昨日下午發佈了劉鶴在
第七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後與卡泰寧共見
記者時的講話，劉鶴在講話中表示，此次
對話背景十分獨特，是在單邊主義和貿易保
護主義抬頭、大國經貿關係出現緊張的情況
下舉行的。雙方共同認為，必須堅決反對
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防止這種行為
可能對世界經濟產生的衝擊和衰退性影
響。雙方承諾共同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
心、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推動
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互利共贏
的經濟全球化，與時俱進改革多邊貿易體
制，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方認為，
這與中國改革開放的路線圖、時間表高度
一致。
劉鶴並提到，雙方就歐盟發佈的中國市場
環境報告坦誠交換了看法。雙方就產能過剩
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中方認為，產能過剩
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國際金融危機引起的全
球總需求收縮，中國主動擴大內需，穩定世
界經濟增長。產能過剩是一個全球性問題，
中方願與相關國家共同努力，找到合理的解
決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沖 北京報道）李克強在與
菲利普的會談中指出，希
望法方進一步放寬對華高
技術產品出口限制。
李克強指出，中方願同

法方：推動兩國戰略產業
對接再上新台階。推動核
能、航空航天領域大項目
早日落地並長期穩定實
施。在數字經濟、人工智
能、高端製造等領域加強
創新合作。提升兩國貿易
投資便利化水平。拓展在
農業食品、金融、創新、
醫療衛生等領域的合作。
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則，
推進第三方市場合作與共
建「一帶一路」相結合，
以公開、透明方式推動合
作盡早邁出實質性步伐。
中方願加強兩國在語言文
化、教育、青年、博物館
等領域的合作，為務實合
作走深走實夯實民意基
礎。
會談後，兩國總理共同見

證了雙方能源、科技、農業
食品、醫藥衛生等領域十餘
項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香港文匯報訊 亞洲基礎設
施投資銀行（亞投行）行長金
立群日前在印度孟買接受新華
社記者專訪時說，作為中國發
起成立的多邊機構，亞投行完
全按照國際規則運行，這一點
正贏得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
可以說持續擴容恰是投給中國
的一張信任票。
亞投行第三次年會25日至26

日在孟買召開。接受專訪時，
金立群首先談到本次年會的主
題──如何動員更多私人資本
參與基礎設施建設。他表示，
當下很多發展中國家受基礎設
施瓶頸制約依然非常嚴重，但
如果動用大量公共資金來開展
基礎設施建設，可能會增加一
些國家的債務負擔。
金立群介紹，作為國際多邊

機構，亞投行起的是示範和催
化劑作用。通過與成員國的合
作改善宏觀經濟環境以及其他
各方面條件，從而鼓勵、調動
更多私人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建
設。

依國際準則行事成關鍵
經5次擴容後成員國目前已
達86個，在12個國家開展24

個項目，接連斬獲三家國際
評級機構最高信用評級……
回顧成立 2年半以來的成績
單，金立群認為，定位準確
和嚴格依照國際準則行事，
是亞投行能夠取得上述成就
的關鍵。
「中國是亞投行的最大股

東，其重要作用是通過董事會
來發揮的。」金立群說，作為
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向世界展
示了令人敬佩的姿態。「從22
個國家開始談判，到57個創始
成員國，再到現在的86個成員
國，亞投行持續擴容是投給中
國的一張信任票。」
針對未來的項目開發，金立

群表示，交通、能源和可持續
的城市發展仍會是重點。
「亞洲地區的城市化進程非

常快，如何提供必要的基礎設
施接納轉移人口，保證城市運
轉更有效率同時又不造成環境
污染，這是很重要的。」他
說，交通方面，除港口外，將
來還會有鐵路、機場等項目；
能源領域，發電、輸變電工程
對於造福貧困人口很有意義，
這些都會根據成員國實際需要
來解決。

金立群：亞投行擴容顯國際信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商務部網站消息，劉鶴

在第七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後，與歐委會卡泰寧
副主席共見記者。劉鶴說，雙方就中方加入《政
府採購協定》進行了交流，同意共同努力，加快
中方加入《政府採購協定》（GPA）進程。雙
方同意推動實現農產品市場准入、有機產品認證
互認對等。歐方同意加快推進相關立法進程，並
就給予中方認證機構相關認證資格制定時間表。
《政府採購協議》是世界貿易組織（WTO）

的一項諸邊協議，目標是促進成員方開放政府採
購市場，擴大國際貿易。GPA由WTO成員自願
簽署，目前有美國、歐盟等14個參加方，共41
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協議。中國於2007年底啟
動了加入GPA談判。

將簽共同投資基金文件
劉鶴說，雙方充分肯定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取得

的積極進展，爭取在第20次中歐領導人會晤期間
交換清單出價。雙方同意盡早召開第17輪中歐地
理標誌協定談判，就結束談判的時間表達成共

識，並將在第20次中歐領導人會晤期間宣佈。
雙方同意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合作倡議與歐

洲發展戰略對接，推動中歐互聯互通平台建設、
中歐共同投資基金建設取得積極進展，同意進一
步加強數字經濟、電子商務、循環經濟、防治白
色污染等領域的務實合作。雙方達成共識，將在
第20次中歐領導人會晤期間簽署有關氣候變化
和共同投資基金的文件。雙方致力於辦好中歐旅
遊年系列活動。

冀歐放寬對華出口管制
雙方決定加強金融合作。雙方同意關注並推動

解決各自企業面臨的市場准入問題，繼續致力於
投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為雙方企業創造寬鬆、
便利的營商環境。中方希望歐方採取務實措施，
在放寬對華出口管制方面邁出實質性步伐。
劉鶴最後說，中方高度欣賞卡泰寧副主席和

歐方同事的專業主義和夥伴精神，由衷希望中
國和歐盟成為包容互鑒、互利共贏的合作典
範。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廣電總台國際在線24
日發表「國際銳評」文章披露，美國商務部長
羅斯近日在參議院作證時表示，美國對加拿大
的鋼鐵貿易實際上是順差，但美國政府的策略
是阻擋中國鋼鐵產品從其他享有關稅優惠的國
家進入美國市場。他暗含的意思就是，美國是
被迫對加拿大徵稅的。美國以莫須有的「國家
安全」為理由對歐盟等國加徵關稅，實際矛頭
卻指向中國。
文章說，羅斯等人的指責可以上溯到中國在
2008年底採取的四萬億經濟刺激措施。的確，
中國當時這個果斷的政策與今天的鋼鐵產能過剩
有一定關係，但是，羅斯他們忘了又或許是故意
裝傻，正是中國這一舉動拯救了全球經濟，包括
陷入危機的西方經濟體。美歐、美加貿易糾紛到
底應由哪一方承擔更多的責任？他們各執一詞，
但是如果因為鋼鐵、鋁製品的糾紛而把最終的矛

頭指向中國，實在有失公允，甚至是過河拆橋的
卑劣行為。
文章指出，人們如果了解十年前中國拯救世

界的背景，就應用理性態度對待產能過剩這個問
題。這是中國政府十年前四萬億投資所帶來的不
可避免的負面效應之一。中國並沒有製造所謂
「產能過剩」的意願，而且中國這幾年一直努力
解決這個問題並取得明顯成效。

化解產能過剩 中國不遺餘力
中國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以來，中國削

減鋼鐵產能超過1億噸。「十三五」期間，中國將
壓減鋼鐵產能1億噸至1.5億噸。中國僅2016年就
重新安置了20.1萬鋼鐵工人，超過美國、日本各自
鋼鐵就業的總人數，相當於歐洲鋼鐵就業總人數的
60%。中國在化解鋼鐵產能過剩方面，已經走在了
世界的最前列。

文章強調，至於所謂的鋁行業產能過剩，可以
說是一個偽命題。因為目前鋁價已回歸到比較理
性的狀態，基本能反映真實的供需關係。而且，
目前鋁行業的開工率已經超過80%，有80%的企
業都賺錢，相信沒人會認為這是一個產能過剩行
業。更重要的是，中國鋁工業的發展完全以自身
需求為主，對世界鋁工業是貢獻而不是打擊。
但不幸的是，對中國解決產能過剩的努力與

成效，美國乃至不少西方經濟體的態度並不客
觀。比如，根據中國加入WTO協定條文，中國
應在加入後15年，也就是2016年底自動獲得
「市場經濟地位」，但美國、歐盟、日本等選擇
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理由之一就是所
謂的產能過剩。當年中國用四萬億拯救了世界經
濟，今天它不僅要承受個別副作用，還要承受當
年受益者的橫加指責。這個世界公理何在？正義
何在？

歐盟允加快中國加入GPA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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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廣電：十年前拯救他們，今天他們過河拆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