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企業向工作機制辦公室提出申請，經同意可與清單上外國實
體進行交易

◆工作機制可根據實際情況，或外國實體限期改正後，將其移出不
可靠實體清單

《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要點

◆危害中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違反正常的市場交易原則，中斷與中國企業正常交易或者採取歧視性措
施，嚴重損害中國企業、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合法權益

針 對 行 為

綜 合 考 慮 因 素

◆對中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危害程度

◆對中國企業、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合法權益的損害程度

◆是否符合國際通行經貿規則

◆其他應當考慮的因素

可 能 採 取 措 施

◆限制或者禁止其從事與中國有關的進出口活動

◆限制或者禁止其在中國境內投資

◆限制或者禁止其相關人員、交通運輸工具等入境

◆限制或者取消其相關人員在中國境內工作許可、停留或者居留資格

◆根據情節輕重給予相應數額的罰款

◆其他必要的措施

豁 免

孟晚舟事件加被美利用
加方對此應認真反思

華
駐
加
大
使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

加拿大大使叢培武當地時間9月18日參
加阿爾伯塔大學中國學院舉辦的第十屆

加中經濟政策國家論壇網絡研討會並發表講話時表
示，在中加關係進入「知天命」之際，有必要總結
兩國關係發展的經驗與教訓、了解中國經濟發展狀
況與政策、釐清中加經貿合作未來之路。中加關係
發展中有值得認真總結的教訓，最突出的就是來自
「第三方」的干擾。
今年是中加建交50周年。叢培武表示，自己對

中加關係發展50年有幾點體會：發展過程中，經濟
互補、共享繁榮；遭遇困難時，相互幫扶、共渡難
關；國際舞台上，理念相近、共迎挑戰。

美霸凌違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但他指出，當前，中加關係因孟晚舟事件陷入嚴重

困難。正如中方多次強調的，該事件是美國為了打壓
中國高科技企業和華為公司而炮製的嚴重政治事件。
越來越多的事實印證了其政治屬性，加越來越多有識
之士對此已經有了清醒認識。美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
作法是野蠻的霸凌行徑，完全違背了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不幸的是，加方在該事件中被美利用，充當了美
方幫兇。對此，加方應予以認真反思。
叢培武表示，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和全球疫情相互
疊加，單邊保護主義抬頭，全球化遭遇逆風，世界
經濟低迷，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面對上述挑
戰，中國交出了自己的答卷：經濟強勁復甦，展

示強大韌性；打造發展新格
局，建設更高水平開放新體
制；擁有龐大市場，發展前途光
明；踐行多邊主義，推動宏觀經濟
政策協調。
他說，展望未來，自己對中加經貿長

遠發展充滿信心，因為這符合時代的潮
流，更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促加作正確決斷釋放孟晚舟
叢培武說，回顧中加關係發展的50年，兩國
間不存在歷史遺留問題，也沒有根本利害衝突。
一個健康穩定的中加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
利益。同時，只有恪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的原則，兩國關係才能行穩致遠。當務之
急，加方應從事情本身是非曲直和公平正
義出發，盡早作出正確決斷，妥善解決
孟晚舟事件，使她平安回國，為兩國
關係重回正軌創造條件，使兩國之
間的巨大合作潛力得到釋放。
他希望加各界人士繼續關心

和支持中加關係，充分利用
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新
機遇，為拓展中加互利
合作、促進兩國關係
發展合作而不斷努
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19日就媒體報稱日本領導人有意與蔡英文通電話答記者
問。
有記者問：日本共同社報道稱，日本前首相森喜朗18日在

台灣同蔡英文見面時稱，日本領導人表示如有機會願和蔡英文
通電話。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說，我們注意到有關報道，已要求日方作出澄清，日

方明確表示媒體報道的事情絕對不會發生。

比利時媒體影射華留學生記者從事「間諜」

華使館：毫無事實根據 污名化中國

傳日領導人有意與蔡英文通話 中方：日方明確不會發生

根據《規定》，違反正常的市場交易原則，中斷與中國企業、其他組
織或者個人的正常交易，或者對中國企業、其他組織或者個人採取

歧視性措施，嚴重損害中國企業、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合法權益的外國實
體也可能進入該清單。

列清單將面臨多項限制
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的外國實體，可能面臨一項或者多項制裁措施，
包括限制或者禁止其從事與中國有關的進出口活動；限制或者禁止其在
中國境內投資；限制或者禁止其相關人員、交通運輸工具等入境；限制
或者取消其相關人員在中國境內工作許可、停留或者居留資格；根據情
節輕重給予相應數額的罰款。

限期內糾錯可移出清單
《規定》指出，國家建立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參加的工作機制，將

依職權或建議、舉報，決定是否調查有關外國實體的行為，同時可據實
際情況決定暫停或終止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工作機制應考慮包括對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危害程度；對中國企業、其他組織或者個人
合法權益的損害程度；是否符合國際通行經貿規則，以及其他應當考慮
的因素，作出是否將有關外國實體列入不可靠實體列表。
有關外國實體列入不可靠實體列表後，需在限期內改正違法行為，方可移

出清單。若逾期不改，工作機制將依規採取上述處理措施。有關外國實體亦
可申請移出不可靠實體列表，工作機制需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是否將其移出。
中國商務部在規定中強調，中國政府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持

互相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和平等互利等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反對單
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動
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列入清單程序規範透明
商務部網站引述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廖詩評的觀點表示，制定出台《規

定》，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旨在保護廣大嚴格遵守市場規則和契
約精神的企業，這項制度針對的僅僅是個別外國實體的違法行為，不意
味着中國政府歡迎和保護外資的立場發生改變。從全球治理層面看，也
有利於維護正常公平的國際經貿秩序和市場競爭環境。
廖詩評同時指出，按照《規定》，列入清單的程序是規範透明的。有

關部門可在對相關外國實體的行為實施調查後，就是否將其列入清單作
出相應決定；也可基於其違法事實，綜合考慮相關因素，直接作出列入
清單的決定。關於調查程序，有關部門可依職權啟動，也可根據有關方
面的建議、舉報來啟動。這些程序和決定也都是公開透明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根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對外貿易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規的

規定，《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已經完成立法程序。經國務院

批准，《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以下簡稱《規定》）9月19日

在商務部網站公布。 國家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將對危害中

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外國實體，包括外國企業、其他

組織或者個人，採取貿易限制、投資限制、簽證限制或罰款等制

裁措施。該《規定》自公布之日起實施。商務部19日並未公布

哪些外國實體已被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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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
在醞釀 1 年多之後終於落
地。在去年年中中美貿易戰
升溫、美國對華為制裁升級
之際，中國首次提出正在草

擬不可靠實體清單。商務部研究院學術委員
會副主任張建平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中國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既是反
制美國的針對性措施，保護中國企業利益，
也是確保開放中國家安全的長久之策，給外
資明確可預期的制度環境。

以反制促談判 冀協商解決問題
近日美國對華為禁令正式生效，華為採

購芯片或生產自研芯片都受到阻礙，導致
華為芯片被斷供。美國還對中國多款App
發布禁令，禁止在美國地區下載及產生交
易。張建平認為，美國濫用國家安全概
念，打壓中國企業。此時中國的不可靠實
體清單出爐正當其時，對那些聽從美國政
府不合理禁令，隨意對中國企業斷供的外
國實體，直接給予威懾甚至制裁，達到反

制效果。
張建平認為，從規定看，對中國企業斷

供以及在美國制裁中國企業的行為中起到
推動作用的外國實體，都可能列上中國的
不可靠實體清單，受到制裁。但任何的制
裁與反制措施都將會損壞雙方利益。以反
制促談判，最終都希望能回到談判桌上，
通過協商解決問題。

安全開放體制機制亟待完善
另外，從長遠看，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

階段，完善安全開放的體制機制成為當務
之急，亟待建立健全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
查、反壟斷審查、國家技術安全清單管
理、不可靠實體清單等制度體系，確保開
放中的國家安全。其中，反壟斷審查制度
已運行多年，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初步落
地，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國家技術安
全清單管理等制度有待進一步建立，將有
利於給予外資更加穩定和可預期的制度環
境，增強外資在華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明確可預期制度 增外資在華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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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自貿區平潭片區綜合服務大廳的工作人員（後）在引導企業人員使
用自助系統辦理業務。 資料圖片

■■前海自貿區前海自貿區。。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據中國駐
比利時大使館網站19日消息，駐比利時
使館發言人就比媒體有關涉華不實報
道發表聲明，予以駁斥。
聲明說，我們注意到，近來某些

比利時和歐洲媒體僅憑個別國家操
縱炮製的反華智庫報告，把中比之間
教育、科技、人文等領域的正常交往，
包括智庫交流視為安全威脅，再次無端影
射中國在比留學生、科研人員、記者等從事
所謂「間諜」活動。這種將國家安全概念泛
化、毫無事實根據的言論是「中國威脅論」的翻
版，是對中國的污名化，同時也是某些人神經過敏
和缺乏自信的表現。

冀摒棄意識形態和對華偏見
聲明指出，國與國之間理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處，
而不是相互猜疑，無端指責。正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9月14
日舉行的中德歐領導人會晤上所指出的，中歐雖然制度不同，但
並不是一些人所刻意認為的「制度性對手」。中歐要把握好中歐
關係合作發展的主流，以對話化解誤解，以發展破除難題，妥善
管控分歧，做到堅持和平共處，堅持開放合作，堅持多邊主義，
堅持對話協商。我們也一再強調，中國對比利時從不構成任何威
脅。雙方各領域務實合作一直秉持互利共贏原則，按照兩國法律
規定開展，是公開、透明的，兩國人民均獲益良多。
聲明強調，媒體的公正是社會公正的一部分。希望有關媒體摒
棄意識形態和對華偏見，不要人云亦云，聽風就是雨，把注意力
集中到有利於增進中比、中歐人民相互理解和尊重的事情上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
不
可
靠
實
體
清
單
規
定
︾出
台

制
裁
危
害
中
國
主
權
利
益
實
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