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強亞歐合作 共迎全球挑戰
出席第十二屆亞歐首腦會議 發表引導性講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當地時間

10月19日上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布魯塞爾出席第十二屆亞歐首腦會議，並

率先發表題為《共擔全球責任 共迎全球挑

戰》的引導性講話。李克強在講話中強

調，亞洲和歐洲是世界兩大穩定力量，也

是世界兩大經濟板塊。面對新形勢新挑

戰，亞歐國家作為全球夥伴，應擔負起維

護世界和平、促進繁榮發展的重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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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文翠珊晤文翠珊 望擴大中英經貿合作望擴大中英經貿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
地時間10月18日，俄羅斯總統普京
在俄羅斯索契會見出席瓦爾代年會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
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
普京請楊潔篪轉達對習近平主席的
親切問候並表示，俄方高度讚賞並衷
心感謝習近平主席9月出席東方經濟
論壇。中俄元首會晤達成的各項重要
共識正在予以落實。俄方高度評價俄

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高水平，
願同中方一道，保持各層級密切交
往，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面對複雜
多變的國際形勢，俄中要進一步加強
協調合作，維護和促進兩國共同利益
和世界和平與發展。
楊潔篪向普京轉達習近平主席的

親切問候。楊潔篪表示，習近平主
席9月成功出席第四屆東方經濟論
壇，同總統先生舉行了富有成果的

會晤，就中俄關係下一階段發展和
國際形勢深入交流，達成重要共
識。中方願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實
好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特別是要
深化能源、農業、高科技等領域的
務實合作。明年是中俄建交 70 周
年，我們要精心設計安排好各項高
層交往和有關慶祝活動，以此為契
機，推動兩國關係在這一重要年份
取得新成果，再上新台階。

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見楊潔篪 魏鳳和應約與美國防部長馬蒂斯會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委員兼

國防部長魏鳳和上將率團於10月17日至21日，赴
新加坡出席第5屆東盟防長擴大會。據中方代表團
官員透露，18日下午，魏鳳和應約與同期參會的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舉行了雙邊會談。雙方一致認
為，當前兩軍應認真落實兩國元首共識，加強交
往，增進互信，深化溝通，管控風險，推動兩軍關
係成為兩國關係的穩定器。
魏鳳和指出，合作共贏是實現兩國關係持久發

展的唯一選擇。中方在台灣、南海等問題上的原則

立場堅定不移，中國軍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堅定不移。希望美方順應時代發展大勢，與
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為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作
出積極貢獻。
馬蒂斯說，美中之間存在分歧，但分歧不是對
抗，競爭也不意味着敵對。美方願致力於發展兩軍
關係，認為加強合作是兩軍關係發展的唯一合理途
徑。當前形勢下，希望繼續加強兩軍各層級溝通交
往，用好互信合作機制，使兩軍關係沿着正確軌道
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
19日上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比利
時布魯塞爾出席亞歐首腦會議期間分別會
見了英國首相文翠珊和德國總理默克爾。
其中，李克強會見文翠珊時表示，歡迎英
方抓住機遇，擴大雙方經貿等合作。此
外，當地時間18日，李克強亦分別會見了
法國總統馬克龍、越南總理阮春福及柬埔
寨首相洪森。
李克強會見文翠珊時表示，中英年初舉

行了新一輪總理年度會晤，為推動雙邊關
係與務實合作注入新動力，特別是雙方就
加快「滬倫通」達成共識，使英國成為第
一個將同中方開展證券聯通的國家。中方
願同英方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進互
信，為兩國深化合作創造良好條件。中國
將繼續擴大開放，放寬包括金融業、服務
業在內的市場准入。歡迎英方抓住機遇，
擴大雙方經貿、金融等合作，推動雙方互

利合作再上新台階。
文翠珊表示，英國視中國為全球夥伴關係

的重要組成部分，期待李克強總理訪英舉行
兩國新一輪總理會晤。英方歡迎中國進一步
開放，願通過英中經濟財金對話等機制，繼
續推動雙方經貿關係持續健康發展。

德方：願同中方共護多邊主義
同日，李克強會見默克爾時表示，德國

巴斯夫、寶馬等企業已經成為中國新一輪
擴大開放的首批受益者，我們希望德方也
為中國企業提供良好營商環境。中方願同
德方一道，共同維護全球多邊體系、反對
貿易保護主義，捍衛以規則為基礎、以世
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
默克爾表示，德中關係與合作發展順
利，德方願同中方進一步加強務實合作，
落實好德中政府磋商成果。在當前單邊主
義、保護主義不斷抬頭的背景下，德方願

同中方一道，維護多邊主義和以規則為基
礎的國際秩序。
當地時間10月18日晚，李克強會見馬克

龍時表示，我們願同法方共同規劃好下階
段雙邊高層往來，推進中法關係長期健康
穩定發展。李克強強調，中方願與法方進
一步擴大雙向開放，推動投資持續平衡增
長，給兩國企業提供積極正面的預期。

法方：推進兩國雙向貿易投資
馬克龍表示，法方願同中方保持高層交

往，盡快確定雙方下一步貿易投資合作路線
圖，有力推進兩國企業雙向貿易與投資。法
方希望進一步深化雙方在核能、農業等領域
務實合作，實現互利共贏。法方堅定支持多
邊主義，願同中方加強在世貿組織改革、氣
候變化等問題上的溝通與協調。
同日下午，李克強還分別會見了越南總

理阮春福及柬埔寨首相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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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表示，當今世界充滿不確定性。

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新的機遇，
但風險挑戰不容忽視。面對錯綜複雜的國
際形勢，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同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理念，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認
同。各國應加強對話合作，共同維護和平
與穩定的大環境，共同維護世界經濟復甦
的好勢頭。

發揮引領作用維護多邊主義
第一，為維護多邊主義發揮引領作用。各國

只有攜手合作，踐行多邊主義，才能更好把握
全球性機遇，應對全球性挑戰。我們要加強協
商合作，堅定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堅定維護聯合國權威，堅定維護聯合國憲章
的宗旨和原則。
第二，致力於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世界經

濟復甦的勢頭來之不易，仍然需要堅持開放
發展的大方向，不斷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
便利化，促進全球分工合作向更加普惠、平衡
的方向發展。堅決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
貿易體制，鞏固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基
石。對現行世貿組織規則進行適當調整完善，
必須堅持自由貿易等基本原則，充分照顧各
方的利益關切，特別要重視保障發展中國家
的權益。既要促進全球經濟增長與繁榮，也要
致力於縮小南北差距。
第三，以互聯互通推動亞歐聯動發展。我們

要加大基礎設施方面的「硬聯通」，打造亞歐
大交通、大產業、大物流格局。同時也要加強
制度政策規則和標準等方面的「軟聯通」，激
發資本、技術、服務和數據等要素的活力。秉
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一帶一路」倡議
同各國發展戰略對接，實現共同發展和繁榮。
第四，通過人文交流為亞歐合作注入更
大活力。亞歐國家正在書寫不同文明對話

合作的新篇章。我們要不斷增進人民間相
互了解和友誼，促進各領域人文交流，讓
平等、包容的理念深入人心。

外方代表：凝聚共識維護自由貿易
李克強強調，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

家，還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但發
展差距也是發展潛力。擁有13億多人口的
中國是個大市場，面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具有
較大的迴旋餘地和應變能力，完全可以保持
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我們將繼續全面深化改
革，打造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公平競爭的
市場環境。我們將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加
強知識產權保護，打造國際一流的法制化營
商環境。相信只要我們齊心協力、同舟共
濟，就能為亞歐人民創造更多福祉，為世界
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與會外方代表表示，亞歐國家已經成為

推動全球經濟繁榮與貿易增長的重要引
擎。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亞歐
各國應進一步凝聚共識，加強團結，共同
維護基於規則的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
制，努力消除貧困，擴大開放，在應對氣
候變化、打擊恐怖主義等方面形成合力。
「一帶一路」倡議、亞歐互聯互通戰略有
助於利用好區域的比較優勢和資源，促進
地區互聯互通和貿易平衡。貿易本質上是
互利共贏的，不是「零和」遊戲，亞歐各
國願本着互利合作精神，積極推進有關自
貿安排，這有助於抵禦保護主義、減少貿
易壁壘，促進貿易與經濟可持續增長，共
同維護地區發展繁榮和安全穩定。
本屆亞歐首腦會議的主題為「全球夥伴

應對全球挑戰」。來自53個成員的領導人
和國際組織負責人與會。
王毅出席會議。

李
克
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第十二屆亞歐首
腦會議19日落下帷幕。閉幕式上，來自亞洲和歐
洲51個國家的代表共同發表聲明稱，考慮到美國
特朗普政府的單邊行動主義做法，將把亞歐首腦會
議定位為「基於多邊外交和規則的秩序基礎」，並
強調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另據共同社報道，此次亞歐首腦會議的聲明強

調，在美國加強保護主義政策的背景下，應倡導保
障自由而開放的貿易，承諾與一切形式的保護主義
鬥爭。
此外，關於2020年下屆亞歐首腦會議舉辦地，

柬埔寨金邊被列入考慮範圍。不過由於柬埔寨遭到
歐盟經濟制裁，是否在柬埔寨舉行仍在討論中。
亞歐首腦會議是亞歐會議框架下最高級別會議，

主要負責確定亞歐會議的指導原則和發展方向，每
兩年舉行一次，在亞洲和歐洲國家輪流舉行。迄
今，亞歐首腦會議先後在泰國曼谷、英國倫敦、韓
國漢城（首爾）、丹麥哥本哈根、越南河內、芬蘭
赫爾辛基、中國北京、比利時布魯塞爾、老撾萬
象、意大利米蘭和蒙古國烏蘭巴托舉辦過十一屆。

51國代表發聲明：
與一切貿易保護主義鬥爭

■當地時間10月19日上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布魯塞爾出席第十二
屆亞歐首腦會議，並率先發表題為《共擔全球責任共迎全球挑戰》的引導
性講話。 中新社

：

《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公佈2019年全球
大學獨立學科排名，法律學科中，香港大學於全
球187間大學之中位列22，按年下跌4名，失落
亞洲區第一。近年港大法學院受到高度政治化拖
累，有教職員長期熱衷政治，鼓吹「公民抗
命」，煽動違法暴力，不務正業，嚴重影響學術
研究和教學氛圍，這是港大法學院競爭力持續下
滑的根本原因。這種境況令人痛心惋惜，更顯示
必須盡快趕走專事政爭、干擾教學的「政治學
者」，法學院乃至港大的發展才能重回正軌。

港大法學院是本港培育法律人才的重要基地，孕
育不少法律界翹楚。學院具優良的教研傳統，底蘊
深厚，成果豐碩。可惜，港大法學院近年在各種專
業評比中一退再退，被不少競爭者超越。早在2015
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廣邀全球學術界專家參與
本港的「研究評審工作(RAE)2014」。評審結果顯
示，港大法學院研究工作評級大幅下滑，研究工作
表現倒退。港大法學院的研究項目中，僅得46%達
三星至四星的「卓越標準」，遠低於中文大學法律
學院的64%，更有3%研究屬劣等的「U級」。當
時已有輿論批評，港大法學院只顧搞政治，漠視提
升學術研究，拖累了學術研究的質素。如今，在國
際評比中，港大法學科的排名繼續下跌，連亞洲
「一哥」地位都保不住。毫無疑問，這是對港大法
學院因政治化傷害學術問題再次敲響警鐘。

近年港大法學院是非不絕、風雨不斷，最引人
注目的，不是取得什麼重大學術成就，而是引發
層出不窮的政治爭議。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

大肆鼓吹「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等謬論，
誤導學生參與違法「佔中」，是違法「佔中」的
罪魁禍首；曾經作為港大法學院院長的陳文敏，
高調參與政治，一再捲入政治漩渦，更與戴耀廷
默契配合，以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之名包庇「港
獨」言行。而陳文敏、戴耀廷等「名師」，調教
出了周永康、梁麗幗等激進「高徒」。陳文敏、
戴耀廷之流的所謂學者，會全心全意做學術研究
和教學嗎？周永康、梁麗幗之流的學生，會心無
旁騖求學問道嗎？

可以預料，港大法學院若繼續走政治化之路，
只會令愈來愈多的優秀學者對港大法學院敬而遠
之，愈來愈多優秀的學生不敢報讀港大法律系，
港大法學院不退步才奇怪。負責《泰晤士高等教
育》全球大學排名的編輯指出，內地的大學在科
技範疇一直都佔優，領先部分本港大學，建議香
港集中在法律、商經等學科方面，改善教學環境
及與業內聯繫，以維持香港的優勢。全球以及區
域的大學競爭日趨激烈，如果其他地方的大學都
在努力專心搞科研、爭上游，港大法學院卻花心
思搞政治，不惜犧牲教學質素，必然令港大優勢
蕩然無存。這是對香港不負責，對不住港人。

港大校委會、管理層應該正視法學院排名一再下
滑的問題，認真審視法學院教學質素下降的原因，
更應果斷將擾亂教學、破壞法治的「政治學者」
「請出」港大，讓法學院風清氣正，教師、學生專
心教學研究，以出眾的學術成果和優秀人才重振聲
望。

港大法學院去政治化 方能重回正軌
國家統計局昨公佈，內地第三季度經濟增長為

6.5%，為9年半最低。面對內地股市近期大幅波
動及經濟增長放緩、社會出現所謂「國進民退」
的議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
鶴昨接受中央媒體聯合採訪，作出清楚解析，堅
定發展信心。值得關注的是，劉鶴副總理在採訪
中批評了「給民營企業貸款政治上有風險」的錯
誤認識，明確指出，中國不存在「國進民退」問
題，傳遞力撐民企的清晰信號，再度表明中國堅
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將透過深化供
給側改革、加快市場開放，保持經濟平穩增長。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9月底在東北考察時就強
調，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為民營企業發展
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營商環境，依法保護民營
企業權益，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繼續
發展壯大。此次劉鶴副總理針對「國進民退」等
誤解，再次作出清晰解說，強調「我們必須堅定
不移貫徹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
搖』，一方面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
濟，另一方面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
有制經濟發展。」

劉鶴副總理明確指出，不存在「國進民退」問
題，民營企業經營狀況好了，國有資本可以退
出；反過來，若國有企業遇到困難，也可透過民
企積極參與提高效率。劉鶴副總理的釋疑解惑，
有力消除對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誤解，給民企
大膽投資未來堅定信心，對國際上攻擊中國經濟
發展模式的謬論作出有力回擊。

目前中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有國家去槓桿、
穩金融的因素，有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亦有受
「國進民退」誤解影響的因素。劉鶴副總理對未
來經濟發展提出明確的措施，一要支持民企發
展，提高金融可及性，減輕各類負擔；二要深化
混合所有制改革；三要金融體系增強服務實體經
濟能力。這些舉措，再加上近期人民銀行、銀保
監會、證監會的新改革措施出台，將極大提振市
場對中國股市和經濟增長的信心。

事實上，中國經濟發展出現的新變化值得特別
關注：一是正在崛起的中等收入群，創造巨大的
多元化需求；二是人口老齡化，也在形成巨大需
求；三是新一輪科技革命興起，也將創造巨大需
求；四是綠色發展，創造新機遇。

國家統計局新發佈的經濟數據亦顯示，代表中
國高質量發展的新經濟正在加速成長。前三季
度，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工業戰略性新
興產業的增加值，增速快於整體經濟，新能源汽
車產量同比增長超過50%，內地網上零售額同比
增速達27%，充分顯示中國經濟的強韌性和穩定
性，全年經濟增長6.5%左右的目標有條件、有
能力、有信心完成。

正如劉鶴副總理所言，從全球資產配置來看，
中國正在成為最有投資價值的市場。目前中國股
市泡沫大大縮小，上市公司質量逐漸改善，估值
處於歷史低位。昨天，內地股市受劉鶴副總理講
話和當局推出穩股市措施的提振，滬深股市高收
逾2~3%，對港股也是利好消息。

消誤解 穩信心 保經濟平穩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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