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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凱表示，過去40年裡，兩國和兩國
關係都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為兩國人民

乃至世界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福利。我們有必
要為未來40年甚至更長遠時期的中美關係樹
立清晰框架。
他說，2018年12月1日阿根廷中美元首會

晤中，習近平主席和美國總統特朗普達成共
識，要共同推進以協調、合作和穩定為基調
的中美關係。這為兩國關係的未來發展指明
了方向。崔天凱指出，改革開放初期，鄧小
平先生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他的號
召也適用於今天的中美關係。

對華目標 不應為「複製美國」
崔天凱針對當前有關中美關係的一些非理
性質疑和謬見提出批評。他說，一個錯誤觀
點認為，美國過去40年的對華政策失敗了，
因為中國沒有複製美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模
式。他說，中國從未有過任何改造美國的想
法，而迄今為止，也沒有任何一屆美國政府
將改變中國社會體制、發展道路或意識形態
正式作為其政策目標。40年前，是共同利益
和責任讓我們走到一起；今天，也依然是共
同利益和責任讓中美關係繼續向前拓展。

中美合作 一直是互利共贏
他指出，另一種謬見是中國一直在佔美國
的便宜。事實上，中美關係一直都是互利共
贏的。他列舉數字分析，美國GDP從40年前
的2.63萬億美元劇增至2017年的19.36萬億
美元，而2017年中國的GDP是12.2萬億美
元。另據中國美國商會最新統計，其74%的
成員企業計劃擴大在華投資。沒有證據表明
美國在中美關係中是輸家。
崔天凱強調，中美要加強合作，擴大共同
利益，避免惡性爭鬥。近來人們審視中美關

係時常常談及的「競爭」一詞，崔天凱表
示，「競爭」本來不是一個壞詞，但現在有
人對其進行了過度解讀，認為贏家要通吃。
「這是對公平競爭精神的嚴重扭曲，在中美
關係中應當堅決摒棄」，他說。

台灣問題 涉統一絕不讓步
此外，崔天凱談到台灣問題。「台灣問題
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崔
天凱說，一個中國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的基本原則依然是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在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
要講話中，習近平主席重申了中國實現國家
統一、反對任何外來干涉的堅定決心。毫無
疑問，中美關係未來能否保持穩定將取決於
這條紅線能否得到遵守。

保持定力 共維護全球和平
他指出，維護中美關係穩定，還要求我們

在處理這一全面、複雜的雙邊關係時保持定
力。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迷失實現世界和平
與繁榮這一更大目標，都應以兩國人民長遠
利益為重，都要避免受到狹隘的「政治正
確」干擾。大國的外交政策從來不應該由恐
懼和懷疑來驅動。
研討會上，就當前中美關係，卡特強調，

美中關係是非常重要的一對雙邊關係。他表
達了對兩國人民克服當前兩國緊張關係的期
望：美中兩國應繼續在相互尊重包容的前提
下，在廣泛合作空間中，互利共贏。
該研討會由美國卡特中心、中國人民對外

友好協會、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聯合主
辦。會議期間，中美學者圍繞中美整體關係
以及雙方在高等教育、青年、貿易、投資、
社會、科技、醫療等各領域的交流合作展開
對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美國航天局（NASA）18日發佈公
報表示，正就嫦娥四號任務與中方
展開合作，預計將於31日利用美國
「月球勘測軌道器」對嫦娥四號着
陸點進行成像。美航天局說，過去
一個月，其與中國國家航天局討論
了對嫦娥四號着陸時掀起煙塵的跡
象進行觀測的可能性。

記錄着陸「脚印」
北京時間1月3日10時26分，嫦

娥四號探測器自主着陸在月球背面
南極-艾特肯盆地內的馮．卡門撞擊
坑內，實現人類探測器首次月背軟
着陸。美航天局說，「由於一些原
因」，「月球勘測軌道器」上搭載
的設備未能調整好軌道、以最優位
置在嫦娥四號着陸過程中進行成
像。據介紹，航天器着陸時揚起的
月塵可以為未來的登月任務提供信
息，例如為後續航天器的着陸方式
研究提供參考信息。
不過，美航天局表示，預計將於

31日利用其「月球勘測軌道器」對
嫦娥四號着陸點進行成像。中美兩
家航天機構達成協議，合作產生的
任何重要發現都將於2月在維也納
召開的聯合國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委
員會科學和技術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分享。
美航天局在公告中強調，與中國

的合作「透明、互惠、互利」，符
合美國政府和國會的規定，並表示
美國計劃重回月球，與國際夥伴持
續展開合作至關重要。

中美應加強合作 擴大共同利益
崔天凱駁斥「美國優越論」及「佔美便宜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美國前總統吉米·
卡特（Jimmy Carter）當地時間18日在亞特蘭大卡特中心出席紀念中美建

交40周年國際研討會。崔天凱在講話中指出，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

變局，中美兩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期待我們為人類共同利益做出更大貢

獻，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中美攜手共進。

地方合作「引擎」助推中俄經貿
娃娃巧克力、馬克發麵

粉、白熊啤酒……越來越
多俄羅斯商品走入中國城
市，中俄兩國地方間合作
正不斷豐富着兩國雙邊經

貿合作的內涵。

進口俄國食品 共享電商便利
中國黑龍江黑河市與俄遠東第三大城

市阿穆爾州首府布拉戈維申斯克市僅一
江之隔，最近距離只有700米，被稱為
「中俄雙子城」，兩國地方商貿往來火
熱。黑河豐泰公司副總經理黃明山介紹
說：「去年我們從俄羅斯進口的食品銷
售額達到5.3億元人民幣。」

隨着中俄兩國貿易水平持續提高，俄
羅斯人也享受到了中國電商帶來的便
利，依託哈爾濱市對俄電商物流平台，

目前哈爾濱對俄空中物流通道年發送貨
物價值已超10億元人民幣。

蓬勃境外農業 彰顯合作優勢
不久前，滿載着千噸大豆的「龍推

603號」糧食專用駁船抵達撫遠港，首
次實現中國企業在俄羅斯種植非轉基因
大豆的水路回運。這些大豆是哈爾濱東
金集團在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農業合作

項目結出的成果。東金集團董事長張大
君說，去年公司在俄遠東地區種植了45
萬畝豆田，可實現貿易額600萬美元。

除農業合作以外，兩國地方經貿合作
還涵蓋林業、建材、輕工、能源、礦
產、商貿等諸多領域。統計顯示，僅在
俄羅斯遠東地區，兩國地方間落實的投
資項目已達28個，投資總額超過40億
美元。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
道，1月19日，上海社科院世界
經濟研究所在滬發佈《2019年世
界經濟分析報告》。報告認為，
雖然美國經濟延續了強勁的上升
勢頭，但其外部性相當負面，是
一種損人利己的「景氣」，繼續
增長後勁不足。

明年全球經濟或下行
報告認為，全球經濟下行跡象

值得警惕。預計全球經濟在2019
年仍能維持緩慢增長態勢，但伴
隨全球貿易摩擦對經濟傳導加
劇，不排除2020年將導致經濟增
長出現下滑的可能。報告預測今
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分別為
3.41%和3.32%。
上海社科院副院長、世界經濟

研究所所長權衡表示，當前世界
經濟面臨新的挑戰，主要包括全
球經濟增長結構性短期內難以解
決，慢增長恐成為常態。經濟全
球化發展趨勢遭遇重創，「逆全
球化」思潮湧起。世界經濟發展
嚴重失衡，收入不平等、產業空
心化、要素流動不對稱等問題困
惑全球化發展。全球投資經貿規
則正面臨重構，多邊主義體制遭
受挑戰。

「特朗普景氣」基本見頂
報告指出，2017年1月特朗普

政府上台以來實施的減稅、再工
業化、貿易保護、金融去監管等
經濟政策，與2018年金融危機後

奧巴馬政府推行的調整政策後續效應疊加，
推動美國經濟開始了近十年來最強勁的一波
增長勢頭，可以稱為「特朗普景氣」。
但是，2018年年底以來美國市場出現的
利率倒掛、工資上漲、股價連跌等可能預
示着「特朗普景氣」已基本見頂，繼續增
長後勁不足。但由於即將進入新的大選周
期，預計2019年特朗普為謀求連任將維持
主要的刺激政策，美國經濟應不會出現大
的衰退，可望在景氣頂端維持一段時間。

去美元化趨勢漸強
報告還指出，今年年內，金融市場的潛

在風險將加劇世界經濟增長的風險。從貨
幣市場看，目前各國貨幣與美元脫鈎意願
較強，貨幣市場去美元化趨勢愈演愈烈，
外匯儲備多元化進程加快推進；從股票市
場看，隨着全球股票市場的聯動性增強，
美國股票市場的泡沫風險可能引發其他國
家股價的同向波動，進而產生實體經濟下
行的預期；從債務市場看，國家債務市場
環境持續惡化，大規模爆發主權債務危機
的概率大幅增加；從匯率市場看，新興經
濟體匯率存在進一步貶值的風險，這將增
加其實際債務負擔，並引發流動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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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與華合研「嫦四」任務 成果將共享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18
日在亞特蘭大表示，中美建交
40年來為兩國繁榮和地區和

平、穩定作出貢獻。卡特在
「紀念中美建交40周年暨第七
屆卡特中心中美關係研討會」
上致辭說，美中自1979年正式
建交後，不僅兩國實現了更快
更好的經濟增長，東亞地區也
從此前的戰亂和衝突走向和平
與穩定。
出席研討會的中國人民對外

友好協會會長李小林對卡特在
就任總統期間以及卸任後一直
致力於推動中美關係向前發展
表示感謝。卡特於1977年至
1981 年出任美國第 39 任總
統，在其任內中美兩國正式建
立外交關係。

美國前總統：
中美建交助繁榮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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