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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者在第六屆進博會的美國高通展
台體驗5G+XR產品。 中新社

斡旋烏危機
美方需要切實反思自身在烏克蘭危機
中應當承擔的責任，不要做拱火澆
油、借機漁利的事情，不得攻擊抹黑
中俄正常的國家關係，挑動陣營對
抗，更不得對華抹黑詆毀、甩鍋推
責。美方還應立即停止對中國企業和
個人濫施單邊制裁。

中國內政不容干涉
涉疆、涉藏、涉港問題都是中國內
政，與所謂人權無關，美方不得以人
權為藉口干涉中國內政。美方應該首
先正視自身人權問題，沒有資格對他
國指手畫腳。

中方就關鍵議題表態

反對 「台獨」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
的紅線。中方堅決反對美方近期在台
灣問題上的錯誤言行，敦促美方恪守
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
定，把拜登總統不支持 「台獨」 的表
態落實到行動上，反對 「台灣獨
立」 ，停止武裝台灣，停止干涉中國
內政，支持中國的和平統一。

遏止軍備競賽
中方已就美近期針對中國推進 「印太
戰略」 ，在中國周邊採取一系列涉華
錯誤言行表明嚴重關切。美方在菲律
賓部署中程導彈發射系統，加劇地區
緊張局勢，增加誤解誤判風險。美英
澳拼湊的 「三方安全夥伴關係」 ，執
意在地區進行核潛艇開發，引發嚴重
核擴散風險，加劇軍備競賽。

資料來源：新華社

美需反思在烏危機責任 勿甩鍋推責

【大公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在4
月23日外交部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稱，
據報道，美國被曝正起草可能切斷中國一
些銀行與全球金融體系聯繫的制裁措施，
希望此舉能阻止中國對俄羅斯軍工生產的
支持。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
示，我們堅決反對美方自己拱火澆油，卻
對中方甩鍋推責的這種虛偽造法。中國同
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各國開展正常經貿往來
的權利不容侵犯，我們將堅定捍衛自身的
合法權益。

「美國濫用美元霸權地位，將美元武
器化，破壞國際金融秩序，最終將動搖美
元貨幣體系根基，到頭來是 『搬起石頭砸
自己的腳』 。」 粵開證券宏觀分析師馬家
進表示，近幾年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對
俄發動全面金融戰，不僅凍結俄羅斯的美
元外匯儲備，還將俄羅斯踢出環球銀行間
金融通信協會（SWIFT）系統，這也成為
全球 「去美元化」 的重要轉折點。如今，
美國再次威脅向中國部分金融機構施加制

裁，將美元政治化、武器化的影響進一步
擴大，勢必會加速全球 「去美元化」 ，最
終令美元地位進一步衰減、瓦解。

馬家進指出，雖然美元霸權地位在短
期內難以被取代，但其掌控力正不斷流
失。歐元區和日本是美國的重要競爭者，
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經濟體也在快速崛
起，都將對美元的霸權地位造成衝擊。中
國應當抓住這一歷史機遇，穩步推進人民
幣國際化，增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
權和自主權。

專家：濫用美元霸權 加速全球去美元化 一邊面對面一邊肩並肩
對於美

國國務卿布
林肯的二度來

華，中方主要聚焦樹立正確認
知、加強對話、有效管控分歧、
推進互利合作、共擔大國責任等
五大目標。在最為敏感的第三點
「有效管控分歧」 方面，中國外
交部此前着重強調了三點，即台
灣、經貿科技、南海。這三大問
題，既是檢驗是否樹立正確認知
的試金石，又是關乎相關對話合
作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保障，也
是能否共擔大國責任的重要依
託。

但就在布林肯啟程前夕，美
國卻在三大問題上打出連環拳。
4月17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宣布發起新一輪301調查，目標
直指中國的海事、物流和造船
業。20日，美國眾議院通過

《2024年印太安全補充撥款法
案》，當中編列多筆對台軍事裝
備、教育、訓練等方面的軍演。
22日，美國和菲律賓開始舉行史
上 最 大 規 模 的 「 肩 並 肩 」
（Balikatan）聯合軍演，參演軍
人多達16700名。況且，這還適
逢中國海軍建軍節前一天。

說到底，這些動作，無非是
在為布林肯與中方的面對面會
談，增加叫價的籌碼。特別是南
海問題，最近風波不斷，美國加
倍賣力興風作浪，煽風點火。動
作之頻密十分罕見，接連刷新紀
錄。從首次美菲日澳四國軍演，
到首次美日菲三國峰會；從首次
在第一島鏈部署 「堤豐」 陸基中
程導彈系統，到如今最大規模
「肩並肩」 軍演，美國在南海
日益迫近進逼，對中國極限施
壓。

當前，中美雙邊對話保持了
難得的積極勢頭。美國財政部長
耶倫訪華，中美國防部長通話，
加上布林肯訪華，在外交、軍
事、財經等關鍵領域保持接觸，
金融、經濟、商貿三個工作組的
磋商也日益機制化。然而，人們
也注意到，美方一邊與中方開展
「面對面」 會談，一邊也與有關
方面搞 「肩並肩」 勾連。正如中
國外交部所言， 「不能為溝通而
溝通，不能說一套做一套」 。行
勝於言，關鍵在於落實到行動。

布林肯此次訪華，也將 「負
責任地管理競爭」 列為其三大目
標之一，這與中方 「有效管控分
歧」 有某些相通之處。但若以競
爭之名來行打壓遏制之實，美國
艦機在南海耀武揚威，反過來指
責中國破壞地區穩定，又何談所
謂的 「負責任」 呢？

北京觀察
馬浩亮

責任編輯：牛禾青 美術編輯：蘇正浩

中國外交部已於4月22日宣布，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外交部長王毅邀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於24

日至26日訪華。22日，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負責人就此
向媒體做了背景吹風，介紹了訪問相關情況。美大司負責
人表示，對布林肯國務卿此次訪問，中方主要聚焦五大目
標。中美過去、現在、將來都會存在分歧，但不能讓分歧
主導中美關係，必須對中美關係堅持全過程管理。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美大司負責人表
示，布林肯國務卿此次訪華，是中美落實兩國元首舊金山會晤
共識，保持對話、管控分歧、推進合作、加強國際事務協調的
一部分。雙方一直就此次訪問保持溝通。4月2日，拜登總統同
習主席通話時表示，希望安排布林肯國務卿訪華。中方對此表
示歡迎。

不能讓分歧主導中美關係
在兩國元首的戰略引領下，中美關係呈現止跌企穩的態

勢。與此同時，兩國關係中的消極因素也很突出。美方頑固推
進遏華戰略，不斷採取干涉中國內政、抹黑中國形象、損害中
方利益的錯誤言行，對此我們予以堅決反對反制。

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始終是中方看待和處理
中美關係的根本原則。以和為貴、以穩為重、以信為本，是中
方處理今年中美關係的遵循。對布林肯國務卿此次訪問，中方
主要聚焦五大目標。第一，樹立正確認知。第二，加強對話。
第三，有效管控分歧。第四，推進互利合作。第五，共同承擔
大國責任。

樹立正確認知。這始終是中美關係必須扣好的 「第一粒紐
扣」 。雙方外交團隊將在已經達成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保
持溝通、防止衝突、恪守聯合國憲章、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
展合作、負責任地管控雙邊關係中的競爭因素7點共識基礎
上，繼續進行中美關係指導原則磋商。

加強對話。中方對話溝通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所謂的美
盟體系是冷戰時期的產物，體現的是過時的冷戰思維和你輸我
贏的零和博弈理念。美方沉迷於裹挾盟友搞反華小圈子，完全
是逆潮流而動，不得人心，也沒有出路。

有效管控分歧。中美過去、現在、將來都會存在分歧，但
不能讓分歧主導中美關係，必須對中美關係堅持全過程管理。
美方尤其不能觸碰中方在台灣、民主人權、道路制度、發展權
利等問題上的紅線。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
心和意志堅定不移，將重點就台灣、經貿科技、南海等問題闡
明嚴正立場、提出明確要求。

促華府落實不支持「台獨」表態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台灣是中國

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台海和平穩定面臨的最大威
脅是 「台獨」 勢力分裂活動和外部縱容支持，我們絕不會聽之
任之。中方堅決反對美方近期在台灣問題上的錯誤言行，敦促
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把拜登總統
不支持 「台獨」 的表態落實到行動上，反對 「台灣獨立」 ，停
止武裝台灣，停止干涉中國內政，支持中國的和平統一。

美國針對中國的經貿科技打壓措施變本加厲，在出口管
制、投資審查、單邊制裁方面不斷採取新的措施，嚴重損害中
方利益。美方拋出的所謂 「中國產能過剩論」 ，背後包藏的是
遏制打壓中國產業發展的禍心，旨在為本國謀求更有利競爭地
位和市場優勢，是赤裸裸的經濟脅迫和霸道霸凌。近年來，中
國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等產品出口增多，這是國際分
工和市場需求的結果，有利於推動世界綠色發展。美方出於國
內政治需要發起新的301調查，是一錯再錯。我們堅決反對美
方將經貿科技問題政治化，也正告美方，打壓中國科技就是遏
制中國高質量發展，剝奪中國人民的正當發展權利，中方必將
堅決應對。

中方堅決反對反制美方遏華戰略

外交部：中美關係必須全過程管理
布林肯今訪華 中方聚焦管控分歧等五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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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在
共同承擔大國責任方面，外交部北美
大洋洲司負責人22日表示，中美同為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維護國際和平
與安全負有特殊責任。中方在中東、
烏克蘭、朝鮮半島等熱點問題上發揮
着建設性、負責任的大國作用，希望
美方同樣如此。

該負責人指出，烏克蘭危機存在
進一步惡化升級的危險，應該推動降
溫，通過談判，而不是由槍炮來結束
這場戰爭。政治解決不是讓誰贏誰
輸，而是讓和平勝出。中國不是烏克

蘭危機的製造者和當事方，始終秉持
客觀公正立場，積極勸和促談，推動
政治解決，將繼續為此發揮建設性作
用。

美方需要切實反思自身在烏克蘭
危機中應當承擔的責任，不要做拱火
澆油、借機漁利的事情，不得攻擊抹
黑中俄正常的國家關係，挑動陣營對
抗，更不得對華抹黑詆毀、甩鍋推
責。美方還應立即停止對中國企業和
個人濫施單邊制裁。烏克蘭問題不是
中美之間的問題，美方也不要把它變
成中美之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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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在中國周邊拼湊反華遏華小圈子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針

對美方聲稱將在此訪中就人權問題表
達關切，22日，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
負責人表示，涉疆、涉藏、涉港問題
都是中國內政，與所謂人權無關，美
方不得以人權為藉口干涉中國內政。
人權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一國人權
怎麼樣，各自人民最有發言權。美方
應該首先正視自身人權問題，沒有資
格對他國指手畫腳。

在被問及如何看待美近日同日

本、菲律賓舉行領導人峰會等消極動
向時，美大司負責人表示，美英澳拼
湊的 「三方安全夥伴關係」 ，執意在
地區進行核潛艇開發，引發嚴重核擴
散風險，加劇軍備競賽。亞太地區不
是誰的後花園，不應該成為大國角鬥
場。我們敦促美方切實尊重他國安全
關切和地區國家維護和平穩定的努
力，摒棄冷戰思維，停止製造軍事緊
張和陣營對抗，停止在中國周邊拼湊
反華遏華 「小圈子」 。

▲去年5月，裝載來自阿聯酋液化天然氣
（LNG）的中國首船跨境人民幣結算LNG
接卸在廣東大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