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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凱談中美關係三個「最根本」問題

夯實能源合作「基本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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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貿易邁兩千億美元目標
兩國總理公報：深化能源等領域合作 反對保護主義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中俄總理第二十四

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昨日公佈，公報表示，反對單邊主義和各

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公報並指出，為推動雙方經貿和投資合作

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努力向2,000億美元貿易發展目標邁進。

「聖彼得堡是一座面向大海的
城市。今天我們選擇在這樣一座
具有悠久開放歷史的城市舉行兩
國總理定期會晤，這本身表明中
俄兩國都願意相互開放、雙向開

放。」這是李克強總理當地時間9月17日在中
俄總理第二十四次定期會晤後共見記者時作出
的闡釋。

簽石油化工下游合作文件
李克強表示，能源合作一直以來是中俄傳

統合作領域的重點項目。過去主要集中在能
源合作的上游領域，此次兩國總理定期會晤
將探討推動能源合作實現新的突破。我們剛

剛見證了兩國石油化工下游合作領域的項目
文件簽署。

李克強強調，去年中國全面放開了製造
業，先後有德國和美國的化工大企業來華獨
資建設煉化一體化項目。我們歡迎俄羅斯來
華獨資或合資建設煉化一體化項目。

李克強表示，這不僅會極大增加中俄能源
合作領域的附加值，也會助力兩國元首確立
的雙邊貿易額翻番目標的如期實現，促進中
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取得新成
果。

中國社科院俄歐亞所研究員柴瑜說：「能
源合作是雙方合作的『基本盤』，因為俄羅
斯最具優勢的資源賦就是能源。」

以石油領域為例，2018年中國原油進口總
量達4.62億噸，同比增長10.1%。其中，進口
俄羅斯原油7,149萬噸，同比上升19.7%。俄
羅斯連續三年穩坐「中國原油第一大進口來
源國」寶座。

在柴瑜來看，中俄能源合作這一「老傳
統」也有新意。公報提到，深化在油氣、電
力、煤炭、核電、可再生能源等領域的上中
下游全方位一體化合作。

柴瑜稱，中俄能源合作在全產業鏈上一體
化的模式已有雛形，未來會有更多科技成果
轉化並應用於中俄能源合作之中，將對中俄
能源合作的提質增效大有裨益。

■中國政府網、中新社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
當地時間17日於紐約舉行的新時代
大講堂活動上，中國駐美大使崔天
凱探討了當前中美關係中的三個
「最根本」問題。

美認知偏差 華無意稱霸
崔天凱在發言中說，中美關係再
次走到歷史十字路口，面臨何去何
從的大問題。「越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越要追根溯源，深入探討一些
最根本也可能最簡單的問題。」
第一，中美關係出現問題癥結何

在？崔天凱說，美方一些人稱中國
變得強大、強勢，要取代美國、要
稱霸。問題不在中國本身，而在於
美方對中國的認知出現了偏差。他
說，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
均GDP不到美國的六分之一，還有
貧困現象，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之
間貧富差距較大；金融體系改革尚
未完成。「我們的主要挑戰仍然在
國內。」
崔天凱進一步指出，中國的發展

目標是改善人民生活，不是爭奪全
球霸權。中國即便非常發達也會堅

持和平發展。中國的發展還使包括
美國在內世界各國廣泛受益。

貿戰損彼此勿互相消耗
第二，美方現行對華政策真的能

給自己帶來利益嗎？崔天凱指出，
台灣問題上，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
關係政治基礎，美方屢屢觸碰紅線
極不明智，有可能對中美關係造成
長久傷害，甚至把自己捲入不想要
的衝突。經貿問題上，美方單方面
挑起和升級的貿易戰從一開始立論
就是錯的，結果更是損害彼此、殃

及世界。
談及「脫論」，崔天凱指兩國

40年合作形成的利益融合如此之
深，「打斷骨頭連着筋」；即使脫
了，美方也不能獨善其身。
第三，中美關係路在何方？崔天凱

說，中美關係40年發展經驗說明合作
是唯一正確選擇，也應是中美始終堅
持的大方向。中美合作需求和潛力巨
大。在很多美方有關切或利益的問題
上，同中方合作不可或缺。中美之間
有矛盾分歧很正常，但最終要回歸平
等磋商解決，別無他途。差異和分歧
不應成為發生對抗和衝突的理由，相
反應被視為互補合作的機會和潛力。
同時，中美關係早已超越雙邊範

疇，對世界穩定繁榮意義重大。崔
天凱說，核擴散、恐怖主義、氣候
變化、自然災害、人工智能帶來機
遇和挑戰等諸多全球性問題，都需
要國際合作特別是中美合作解決。
崔天凱指出，大國的競爭歸根到

底是自身治理和發展的競爭。「我
們要做的是不斷超越自己、超越當
前、共同演進，而不是在你輸我
贏、你死我活的爭鬥中相互消
耗。」在互惠互利基礎上拓展合
作，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管控分歧，
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
中美關係，才是正確的途徑。
「能否以開放、自信的心態接受中

國發展，這關乎美國自身國運，也決
定中美關係走向，並將在很大程度上
決定世界未來。」崔天凱說，希望站
在中美關係發展的十字路口的我們作
出無愧於歷史的正確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美方近期就
所羅門同中國建交的消極表態，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
尊重別國自主決定內外事務的主權權利，慎重妥
善處理涉台問題。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9月17日，美國務院發
言人稱，所羅門決定結束與台「外交關係」，中
方持續壓縮台國際空間及改變兩岸現狀，美對此
感到失望。
所決定同中國建交後，美副總統彭斯拒絕會見

所領導人討論發展合作問題。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慎重妥處涉台問題
耿爽回應稱，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
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歷史事實，
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
上，中國已同全世界178個國家建立了正式外交
關係。
他指出，中方對所羅門群島政府作出承認一個

中國原則、同台當局斷絕所謂「外交關係」並同
中國建交的決定表示高度讚賞。我們支持所羅門
群島作為主權獨立國家自主作出的這一重要決
定。
耿爽說，美方早在1979年就在一個中國原則基

礎上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有什麼資格對另一
個主權國家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作出同中國建
交的決定說三道四？這是不是在干涉所羅門群島
的內政？國際社會對此看得很清楚。
「關於美國副總統彭斯拒絕會見所羅門領導人

問題，你應該去問美方。」
耿爽說，美方如果真的關心太平洋島國，應該

多做有利於幫助島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實
事，而不是動輒揮舞制裁大棒、粗暴干涉島國內
政。
他強調，中方敦促美方尊重別國自主決定內外

事務的主權權利，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
聯合公報規定，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以免嚴
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

兩國總理當地時間17日下午在聖
彼得堡共同會見記者時，積極

評價第二十四次中俄總理定期會晤
成果。李克強表示，希望雙方積極
探討深化煉化一體化合作，增加能
源合作的附加值，助力雙邊貿易額
翻番目標如期實現。中俄都支持多
邊主義和自由貿易。中國正在進一
步擴大開放，製造業已全面放開，
歡迎俄羅斯企業抓住機遇，積極赴
華投資興業。兩國應通過擴大對外
開放和相互開放，更好實現互利共
贏，共同發展。

俄方：願拓高科技領域合作
梅德韋傑夫表示，此次會晤期
間，雙方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議，
涉及廣泛領域。俄方願同中方一道
努力，將雙方合作重點從傳統能源
領域向高科技領域拓展，不斷為俄
中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注
入新動力。
聯合公報共9部分，包括兩國關

係、雙邊合作、投資金融合作、能源
合作、人文合作、地方合作、國界事
務合作、國際合作和簽署文件清單。
兩國總理重申，將繼續加強在戰略
性問題上的相互支持，拓展務實合
作，密切人文交流，深化國際協作，
進一步鞏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
夥伴關係，更好造福兩國及兩國人
民。
雙方指出，兩國貿易額繼2018年

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後繼續保持增
長，農業、航空、航天、交通運
輸、科技創新、海關、環保等領域
合作取得積極進展。雙方願繼續挖
掘合作潛力，進一步擴大雙邊合作
規模。

學者：服務貿易空間大
為此，雙方商定：為推動雙方經貿

和投資合作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努力

向2,000億美元貿易發展目標邁進。
對此，有不少學者認為，貿易額五年
翻一番的難度頗為不小。
2018年，中俄雙邊貿易額首次突破

千億美元大關，達到1,070億美元。
今年前8個月，中俄兩國的貿易額達
到705.9億美元，同比增長4.5%。其
中，自俄羅斯的進口額達394.5億美
元，同比增長8.3%。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歐亞社會發展

研究所研究員盛世良表示：「如果貿
易結構不改變，（要實現這個目標）
難度比較大。」但他同時表示，一方
面中俄間除了貨物貿易以外，還能發
展服務貿易，這部分提升的幅度會比
較大。另一方面，現在兩國已有許多
大型項目要進入收穫期，「如果能繼
續拓寬合作領域，經貿額的上升幅度
可能會比較大。所以還是有希望
的。」
雙方指出，中俄能源合作具有戰略

性和長期性，願繼續鞏固和發展兩國
能源戰略夥伴關係。為此，雙方商
定：深化在油氣、電力、煤炭、核
電、可再生能源等領域的上中下游全
方位一體化合作。推動雙方在能源技
術、標準、人才、信息等方面加強合
作。
雙方重申堅持以世界貿易組織規則

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核心價值和基
本原則，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努力，反
對單邊主義和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
共同提升經濟的穩定性和包容性。
雙方高度重視「一帶一路」倡議同

大歐亞夥伴關係可以並行不悖，協調
發展，雙方將制定協調此項工作的具
體措施，以在歐亞地區構建開放、互
利、共贏、廣泛、平等的合作空間。
雙方商定積極利用二十國集團、

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中俄
印、亞太經合組織等機制，協調成
員立場，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反對
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

■當地時間9月17日下午，李克強在聖彼得堡同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共同主持中俄總理第二十四次定期會晤。 中新社

■當地時間9月17日，在紐約舉行的
新時代大講堂活動上，中國駐美大使
崔天凱探討了當前中美關係中的三個
「最根本」問題。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