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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2日上午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探月工程嫦娥五號任務參研
參試人員代表並參觀月球樣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
覽，充分肯定探月工程特別是嫦娥五號任務取得
的成就。他強調，要弘揚探月精神，發揮新型舉
國體制優勢，勇攀科技高峰，服務國家發展大
局，一步一個腳印開啟星際探測新征程，不斷推
進中國航天事業創新發展，為人類和平利用太空
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栗戰書、汪洋、

王滬寧、趙樂際、韓正出席活動。
人民大會堂北大廳氣氛喜慶熱烈。上午10時

許，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同志步入會場，向參
研參試人員代表揮手致意，全場響起經久不息的
掌聲。習近平同孫家棟、欒恩傑等親切交流，並
同大家合影留念。

參觀月球樣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覽
隨後，習近平等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參觀

月球樣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覽，聽取有關月球樣
品、工程建設、技術轉化、科學成果、國際合作
和後續發展等方面的介紹。習近平不時駐足察
看，詳細詢問有關情況。
習近平強調，嫦娥五號任務的圓滿成功，標

誌着探月工程「繞、落、回」三步走規劃圓滿
收官，是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攻堅克難取得
的又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強國建設征程中的重
要里程碑，對中國航天事業發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義。17年來，參與探月工程研製建設的全
體人員大力弘揚追逐夢想、勇於探索、協同攻
堅、合作共贏的探月精神，不斷攀登新的科技
高峰，可喜可賀、令人欣慰。探索浩瀚宇宙是

人類的共同夢想，要推動實施好探月工程四
期，一步一個腳印開啟星際探測新征程。要繼
續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大自主創新工作
力度，統籌謀劃，再接再厲，推動中國航天空
間科學、空間技術、空間應用創新發展，積極
開展國際合作，為增進人類福祉作出新的更大
貢獻。
丁薛祥、劉鶴、張又俠、陳希、黃坤明、王

勇、肖捷出席上述活動。
實施探月工程是黨中央把握中國經濟科技發展

大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工程自立項以來圓滿
完成六次探測任務。嫦娥五號任務作為中國複雜
度最高、技術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統工程，於
2020年12月17日首次實現中國地外天體
採樣返回，為未來中國開展月球和行
星探測奠定了堅實基礎。

習近平會見嫦五任務代表：推進中國航天事業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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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參觀月球樣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
覽。 新華社

●昨日，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會見探月工程嫦娥五號任務參研參試人員代表。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22日就如何推動中美關係

重回正軌提出四點建議（見表）。他說，希望美方能夠停止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治制度

的抹黑詆毀，停止縱容甚至支持「台獨」分裂勢力的錯誤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

等中國內部事務上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放棄對中國產品加徵不合理關稅，放棄對中國企

業和科研教育機構實施各種單邊制裁，放棄對中國科技進步進行無理打壓；中方願在抗擊

新冠疫情、應對氣候變化、推動世界經濟復甦三領域同美加強合作。

昨日上午，「對話合作，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
係重回正軌」藍廳論壇在外交部藍廳和網上同步

舉行。王毅出席開幕式並發表致辭。他指出，過去幾
年，中美關係陷入建交以來最為困難的局面。其根源
在於美國前政府出於自身政治需要，對中國的走向和
政策作出了嚴重誤判和歪曲解釋，借此出台的各種遏
制打壓行徑，給兩國關係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傷害。中
美關係要撥亂反正，重回正軌。首先需要打破由各種
對華錯誤認知而人為砌起的高牆，真正客觀準確地了
解中國、認識中國、讀懂中國。
當前，美國新一屆政府正在審視評估對外政策。王

毅表示，希望美方順應歷史潮流，看清世界大勢，摒
棄各種偏見，避免無端猜忌，推動對華政策回歸理
性，實現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冀美尊重中國核心利益
就如何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軌，王毅提出四點建
議。
首先要相互尊重，不干涉彼此內政。中方一貫尊重
美國人民的自主選擇，無意挑戰或取代美國，願與美
國和平共處，共同發展。希望美方也能夠尊重中國的
核心利益、民族尊嚴和發展權利，停止對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政治制度的抹黑詆毀，停止縱容甚至支持「台
獨」分裂勢力的錯誤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
等中國內部事務上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

棄不合理關稅和各種單邊制裁
二要加強對話，妥善管控矛盾分歧。雙方應激活或

建立各領域、各層面的對話機制，就雙邊關係中的廣
泛問題以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坦誠對話，準確把握
彼此的政策意圖，釐清中美關係的主要癥結，探尋管
控敏感問題、化解風險障礙的有效途徑。中方願與美
方進行開誠布公的溝通，開展解決問題的對話。
三要相向而行，重啟兩國互利合作。面對此起彼伏

的地區熱點和層出不窮的全球性挑戰，中美需要合作
的領域不是變少了，而是更多了，可以合作空間不是
變窄了，而是更寬了。雙方比以往更有能力辦成有利
於兩國和世界的大事。當前形勢下，雙方可由易到
難，積極互動，積累善意。中國樂見美在華企業獲得
更大成功，將繼續採取有力措施改善中國營商環境，
同時希望美方盡快調整政策，放棄對中國產品加徵不
合理關稅，放棄對中國企業和科研教育機構實施各種
單邊制裁，放棄對中國科技進步進行無理打壓，為兩
國合作提供必要條件。抗擊新冠疫情、應對氣候變
化、推動世界經濟復甦是眼下國際社會最緊迫的三大
任務，中方願意在這三個領域同美國協調政策，加強
合作，攜手為世界作出積極貢獻。

恢復中美各領域交流
四要掃除障礙，恢復中美各領域交流。兩國民間交

流不應受到政治關係起伏的左右。希望美方盡快解除
對中方教育、文化、新聞、僑務等團體在美活動的各
種限制，解除對美國地方政府及各界對華交往的阻
嚇，鼓勵和支持兩國恢復高校、研究機構、留學生等
正常的人文交流項目。中方願意相向而行，以開放態
度共同為兩國人民的相互往來營造良好環境。

王毅四建議推中美關係重回正軌
相互尊重 加強對話 相向而行 掃除障礙

蔡英文人事調整能破兩岸僵局？
民進黨當局19日宣布

最新高層人事變動：陸
委會主委陳明通轉任台
安全部門負責人，前法
務部門負責人邱太三接

任陸委會主委，現任安全部門負責人的邱國
正接任台防務部門負責人。台灣媒報道稱，
蔡英文這波人事調整，是為了應對美國總統
大選後台海情勢的最新發展，已醞釀多日。

邱太三任陸委會主委處事圓潤
蔡英文啟動兩岸安全軍事人事大調整，

成為農曆新年後台灣政壇的焦點。而這波
人事改組的核心與重點，在於兩岸方面。
陳明通、邱太三都號稱是民進黨內的「大
陸通」，從陳水扁時期即參與大陸政策決
策作業，並曾協助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
文推動「小三通」、包機直航等兩岸交流
政策。台媒稱，陳明通此番接手安全部
門，蔡英文希望借重其專業以及在兩岸學
界、政界的人脈，統領收集、研析與判讀
兩岸情報，應對兩岸情勢。

另一方面，邱太三對兩岸政策主張屬於
理性務實派，行事作風比陳明通稍顯靈活

柔軟。他擔任陸委會副主委時，與大陸台
商往來密切，也促成兩岸首次春節包機直
航；擔任桃園市副市長時，也曾代表市長
鄭文燦訪問上海。

從目前情況來看，民進黨當局及台媒對
這波人事調整均給予厚望。相關報道提
到，陳明通、邱太三加上此前履職的台灣
海基會秘書長詹志宏將主要負責處理兩岸
事務，似乎傳達出蔡英文希望通過新的人
事布局來打開兩岸關係新局。

人事布局矛盾 可能適得其反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湯紹成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邱太三處事風
格較為溫和圓融，外界普遍認為由他接任陸
委會主委，代表蔡英文向大陸發出友善信
號；然而，對大陸有一定了解的陳明通轉任
安全部門，藉由安全管道緊縮兩岸政策的可
能性陡增。這種矛盾的人事布局恐怕對兩岸
關係無所助益，還可能適得其反。

邱太三日前在台媒採訪中，談及台海緊
張局勢時稱，「與其派飛機來，不如創造
商機」，希望接掌陸委會後能打破兩岸關
係僵局，盼到春暖花開的一天。因此他此

次接任陸委會主委一職，普遍被台媒解讀
為，蔡英文有意在兩岸關係急凍之際，改
善與大陸的關係。

湯紹成表示，當初大陸方面設置國台
辦，台灣方面設置陸委會，就是因為大陸
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關係不是國與
國關係，兩岸事務是一個國家內的事務，
這是根本的政治前提。從此一角度觀之，
這次的人事改組難令人有所期待。要想打
破兩岸僵局，關鍵還是看蔡英文在兩岸認
同的核心問題上如何決斷，如何面對體現
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如果蔡英
文在兩岸決策上沒有確切做法、在兩岸關
係認知上不作結構性調整，換什麼人上來
都無濟於事。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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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駐美大
使崔天凱21日在藍廳論壇開幕式上致辭時表示，美方
一些人在看中國時恐怕要去一去心魔，從黑暗的屋子
走出來見見陽光。不要臆測假想敵，製造「自我實現
的預言」；不要抱守零和博弈的舊思維，沉溺修昔底
德陷阱的「宿命」；更不能揣着明白裝糊塗，將國內
政治爭鬥甚至一己私利置於中美和平相處、世界共同
發展的「大義」、「大利」之上。總之，戰略認知要
正確，否則只會是用一個錯誤替代另一個錯誤。

提出三點意見
圍繞中美關係，崔天凱在致辭中重點提出三點意

見：中美雙方要準確理解和把握彼此戰略意圖；要真
正了解並尊重彼此的歷史文化和發展道路；雙方要坦
誠溝通，明確政策邊界，從而有效管控分歧，聚焦合
作。
崔天凱重申，中國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民對美

好生活的嚮往。在國際上，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
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的是全人類共同利
益。中國從來無意挑戰或取代任何國家，更遑論將其

定為戰略目標。

希望美端正心態
崔天凱指出，美國常說以價值觀立國，主張「人生

而平等」。但美國有些人總是以自己定義的「民主」
等價值觀劃線，憑自己的好惡和標準肆意給別國貼標
籤，甚至抱守「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去黨同
伐異、動輒制裁對抗，這恰恰是最典型的不民主。如
果走向極端，勢必成為種族主義和「叢林法則」。希
望美國能端正心態，在國際上奉行各國「生而平等」
的理念，學會同歷史文化和道路制度與己不同的國家
和平共處。
崔天凱強調，中美雙方有問題可以拿到桌面上來
談。首先是問題性質要分清，政策邊界要明確，紅線
要劃出來。在台灣、涉港、涉疆、涉藏等涉及中國主
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中方沒有退讓餘地，必須堅
守紅線。中美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礎上，對於一
時解決不了的分歧，要以建設性方式妥善管控、避免
對抗。兩國在各領域都要開展深入坦誠的對話，並在
應對全球性挑戰和國際地區問題上加強協調合作。

中美關係重回正軌四點建議
一要相互尊重，不干涉彼此內政。

二要加強對話，妥善管控矛盾分歧。

三要相向而行，重啟兩國互利合作。

四要掃除障礙，恢復中美各領域交流。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崔天凱冀美秉持正確戰略認知

●昨日，「對話合作，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軌」藍廳論壇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
毅在開幕式上致辭。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