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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就美國
發佈一份涉及世界貿易組織（WTO）改
革的備忘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昨日在北京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引用網
絡語言說：「做人不能太美國了。」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美方26日就
WTO涉發展中國家地位問題發佈一份備
忘錄，要求世貿組織90天內改變規則，
不然美方可能單方面採取行動。備忘錄
中也多次提及中國。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世貿組織不由少數國家所有
華春瑩回應說，第一，世貿組織不是

任何一個國家或少數幾個國家所有的，
也不是任何一個國家或少數幾個國家說
了算的，而是要尊重全體成員的普遍意
願。事實上，很多世貿組織成員已經多
次就這一問題作出回應。
她指出，「特殊與差別待遇」是世貿
組織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的重要體現。
大多數世貿組織成員都主張，無論世貿
組織怎麼改革，都必須維護這些核心價
值和基本原則。「美方曾在世貿組織先
後提交兩份類似提案，每次都是碰了一
鼻子灰。美方應有自知之明，清楚這種
主張是不得人心的。」
「第二，誰是世貿組織的發展中成
員？按照什麼樣的標準，依據何種程序
來確定？這也不是一個國家或少數幾個

國家說了算的。也應由廣大世貿組織成
員協商確定，特別是要尊重廣大發展中
國家的意見。」華春瑩指出，美方口口
聲聲說公平，事實上只有維護發展中國
家定位才能真正實現貿易的公平。美方
片面誇大一些發展中成員的發展水平，
已經多次遭到大多數發展中成員堅決反
對。近日，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佈
研究報告認為，發展是一個多維度概
念，目前關於發展中國家分類是合理
的。

中國主張發展中國家基本權利
第三，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

家，中國堅持發展中國家定位，不是
迴避應盡的國際責任，而是在主張發

展中國家的基本權利，也是在維護國
際公平正義。華春瑩指出，中國將在
世貿組織談判中繼續作出與自身能力
和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貢獻，也將一如
既往地幫助其他發展中成員實現共同
發展，為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動世
貿組織改革朝正確方向發展貢獻力
量。
華春瑩說，美國上述表態進一步暴露

了美國的任性狂妄和自私自利。這樣一
種做法，與他們世界第一大國的地位是
不般配的。
「現在中國有一句很『網紅』的話，
叫作『做人不能太美國了』。我們希望
美方有些人能夠深刻地反省一下。」華
春瑩說。

李鵬同志因病於2019年7月22日23時11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黨和國家領導人到場慰問
李鵬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後，習近平、李
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
正、王岐山、江澤民、胡錦濤等同志，前往
醫院看望或通過各種形式對李鵬同志逝世表
示沉痛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深切慰問。
29日上午，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莊嚴肅

穆，哀樂低回。正廳上方懸掛着黑底白字的
橫幅「沉痛悼念李鵬同志」，橫幅下方是李
鵬同志的遺像。李鵬同志的遺體安臥在鮮花
翠柏叢中，身上覆蓋着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
旗。
上午9時30分許，習近平、李克強、栗戰

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
山、江澤民等，在哀樂聲中緩步來到李鵬同

志的遺體前肅立默哀，向李鵬同志的遺體三
鞠躬，並與李鵬同志親屬一一握手，表示慰
問。胡錦濤在外地送花圈，對李鵬同志逝世
表示哀悼。
黨和國家有關領導同志前往送別或以各種

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
責同志，李鵬同志生前友好和家鄉代表也前
往送別。

天安門等多地下半旗誌哀
為悼念李鵬同志，29日，首都天安門、新

華門、人民大會堂、外交部，各省、自治
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別行
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各邊境口岸，對外
海空港口，中國駐外使領館下半旗誌哀。

新華社播發《李鵬同志生平》
新華社昨日播發近六千字《李鵬同志生

平》，指李鵬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
中，對共產主義理想堅貞不渝，對黨和人
民無限忠誠，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
業貢獻了畢生精力。他認真學習馬克思列
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
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始終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
黨的十八大以來，他牢固樹立政治意
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
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
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
統一領導。他具有堅強的黨性原則，講政
治、顧大局，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
位，切實做到對黨忠誠、為黨分憂、為黨
盡職、為民造福，堅決同違背、歪曲、否
定黨的政治路線和否定黨的領導、社會主

義制度的言行作鬥爭。他堅持一切從實際
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創造性地運用馬克
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
題、指導實踐、推動工作。他堅持民主集
中制原則，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密切聯繫
群眾，善於傾聽不同意見，調動和發揮各
方面積極性。他光明磊落，勤勤懇懇，任
勞任怨。他嚴於律己，清正廉潔，生活儉
樸，對家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嚴格要求，始
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深受全黨和
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愛戴。
李鵬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

一生、光輝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
務、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一生。他的逝
世，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我們要學習他
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優良作風，更加緊
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
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決勝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
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
努力奮鬥。
李鵬同志永垂不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就近日
50多國大使聯名支持中國涉疆問題立
場，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說，在新疆問題上，孰真孰假，
誰在正義正確一方，一目了然。
有記者問，此前有報道稱，聯合國人
權理事會的24個成員國曾聯名致函批評
中國的新疆政策。但我們了解到，日前
也有50多國大使聯名致函聯合國人權理
事會主席和人權高專，支持中方在涉疆
問題上的立場，讚賞中國在人權領域取

得的顯著成就，反對將人權問題政治
化。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強調，你提到的指責中國新

疆政策的 24 個國家全是西方發達國
家，總人口最多只有6億，其中沒有任
何一個是穆斯林國家，也沒有任何一
個是發展中國家。而支持中國的50多
國來自亞非拉歐等各大洲，人口近20
億，其中有28個國家是伊斯蘭合作組
織成員國，他們的人口是你提到的24
國的兩倍還要多。「所以，在新疆問

題上，孰真孰假，誰在正義正確一
方，一目了然。」
華春瑩指出，支持中國新疆政策的

50多國大使中許多訪問過新疆，親眼
目睹了事實真相。他們指出，訪疆人
士普遍表示所見所聞與西方報道的完
全不一樣，他們讚賞中國取得舉世矚
目的人權成就，認為新疆設立教培中
心等反恐和去極端化舉措有效保障基
本人權，敦促那些國家停止對中國進
行無端指責。

新疆問題是反恐和去極端化
「我還想特別指出，目前新疆的問題
是反恐、去極端化的問題，而不是什麼
宗教和人權問題。」華春瑩說，恐怖主
義和極端主義是世界性難題。就在你提
到的那24個指責中國新疆政策的國家
裡，也有不少國家曾是恐怖主義的受害
者，他們自己國家也都曾遭受過恐怖襲
擊。「希望他們不要好了傷疤忘了
疼。」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
室下半旗悼念李鵬同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50餘國讚華新疆政策 華春瑩：他們目睹了事實真相

美片面干涉WTO改革
華春瑩：做人不能太美國

■昨日，為悼念李鵬同志，首都天安門下半旗誌哀。 中新社 ■昨日，李鵬同志遺體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圖為習近平與李鵬親屬握手，表示深切慰問。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

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

卓越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三

屆、十四屆、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原總理，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李鵬同志的遺體，29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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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昨日宣佈自當
天起對原產於美國的進
口正丙醇進行反補貼立
案調查。

此前，商務部已經決定對該產品啟
動反傾銷立案調查。這是中美經貿摩
擦升級以來，中國對來自美國的進口
產品發起的第一起「雙反」調查，也
是2012年以來中國對美第三起「雙
反」案。

商務部稱，本次調查共涉及107個
補貼項目，聯邦政府層面包括當期抵
減無形鑽井成本，按固定比例計提石
油和天然氣井的礦源折耗，美國進出
口銀行的出口信貸等項目；地方政府
層面包括阿拉斯加州天然氣勘探開發
抵免、得克薩斯州大型投資企業的不
動產稅減免等項目。

本案中國國內產業申請人的代理律
師、上海海華永泰（北京）律師事務
所高級合夥人吳必軒接受記者採訪時
稱，美國政府為鼓勵和扶持石油和天
然氣行業，多年來一直向該行業提供
巨額補貼，嚴重扭曲了美國石油和天
然氣的生產、供需和價格。政府補貼
大幅降低了美國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
成本，使開採變得有利可圖。美國政

府對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政策傾斜對下游石化
產業鏈的產品均有扭曲性作用。

吳必軒稱，商務部對美國石油和天然氣補貼
進行調查，意味着一旦認定補貼存在，美國石
化產業鏈的產品都從補貼中獲得了不正當競爭
優勢，未來從美國進口的石化產品都有可能成
為反補貼被告，這將對美國石化產品對華出口
產生深遠影響。

美國是全球石化產品生產和出口頭號大國，
企業近萬家，產品橫跨7萬多個種類。

■中新社

李鵬同志遺體在京火化
習近平江澤民等到八寶山革命公墓送別 胡錦濤在外地送花圈表示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