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1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俄羅斯
總統普京舉行視頻會晤。兩國元首互致新年祝福。習近平強調，
雙方要繼續深化戰略協作，堅定相互支持，維護兩國正當利益。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
爭勝利80周年，也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中俄兩國要以此為契
機，共同捍衛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
成果，推動各國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普遍公認的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習近平指出，再過幾天就是中國春
節，很高興在這一辭舊迎新的時刻同
總統先生視頻會晤，祝願新的一年中
俄關係紅紅火火。普京表示，很高興
在新年伊始同習近平主席視頻交流，
祝願習近平主席和中國人民新春快
樂，萬事如意！

中俄要共同推動「大金磚合作」
習近平指出，2024年，我們3次

會晤，達成許多重要共識。兩國隆重
慶祝建交75周年，以永久睦鄰友好、
全面戰略協作、互利合作共贏為精神
內核的中俄關係不斷煥發新的活力。
中俄文化年精彩紛呈，務實合作穩中
有進，雙邊貿易額保持增長勢頭，在
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

多邊平台密切協作，為全球治理體系
改革和建設提供更多正能量。

習近平強調，新的一年，我願同
總統先生一道，繼續引領中俄關係登
高望遠，以中俄關係的穩定性和堅韌
性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共同促
進兩國發展振興，維護國際公平正
義。雙方要繼續深化戰略協作，堅定
相互支持，維護兩國正當利益。鞏固
拓展雙邊關係，推動務實合作深入發
展。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蘇聯
偉大衛國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
利80周年，也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
中俄兩國要以此為契機，共同捍衛以
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第二次世
界大戰勝利成果，推動各國恪守聯合
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普遍公認的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踐行真正的多邊

主義。作為上海合作組織輪值主席
國，中國願同俄方和其他成員國一
道，推動上海合作組織進入更高質量
發展、更加擔當有為的新階段。中俄
還要共同推動 「大金磚合作」 ，譜寫
全球南方團結自強新篇章。

普京：俄中始終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普京表示，俄中始終相互信任、

相互支持、平等相待，雙方合作符合
兩國人民的利益，從不受國際形勢變
化的影響。很高興看到兩國經貿、能
源合作保持良好勢頭，互訪遊客不斷
增加，雙方在多邊場合保持密切溝通
協作。俄方堅定支持台灣是中國領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堅決反對任何形
式的 「台獨」 。80年前，俄中兩國用
鮮血和生命抵抗侵略者，捍衛了國家

主權和民族尊嚴。今年我們要共同隆
重慶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
年，維護二戰成果。俄方願同中方加
強在多邊事務中的合作，為世界和平
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兩國元首還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地
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同意在新的一
年裏繼續保持戰略溝通。

王毅參加活動。

以中俄關係穩定性應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

以對話唱響擴大開放好聲音
新年伊始，中國與

西方主要經濟體的一系
列接觸、對話、溝通，
接連上演。中英經濟財

金對話時隔近6年再次舉行，中日執
政黨交流機制時隔7年重啟，中美圍
繞特朗普就職典禮展開積極互動，兩
國元首同意建立戰略溝通渠道。

對話溝通，是外交關係的重要
晴雨表。這些重大外交活動，或是充
滿時間縱深感，或是開創新契機新方
式，賦予對話以厚重意義，凝聚了中
國與相關國家為改善發展雙邊關係所
做的努力。當中貫徹了一條主線，那

就是，中國持續向外界釋放合作發展
的誠意，唱響擴大開放的好聲音。

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特朗普通話
時重申， 「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
利共贏，對抗衝突不應是我們的選
擇。」 李強總理會見日本執政黨代表
團時指出，雙方應維護產業鏈供應鏈
穩定暢通，在科技創新、數字經濟、
綠色發展、開拓第三方市場等領域發
掘更多合作新增長點。國家副主席
韓正與美國工商界會見時表示，中國
將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持續改善
優化營商環境，希望美國企業繼續投
資中國、扎根中國。

這些努力初見成效，有關 「去
中國化」 「脫鈎斷鏈」 等雜音，近期
呈現降溫勢頭，而互利合作的積極力
量在聚集。美國工商界看好中國經濟
前景和在華發展機遇。中英經濟財金
對話達成多達69項合作，中英金融服
務峰會也相隔6年再度舉辦，推動人
民幣國際化與英國金融服務互補對
接。

上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將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穩外
貿、穩外資」 列為今年九大任務之
一，並承諾將 「有序擴大自主開放和
單邊開放」 。新年的外交新氣象，對

全年的外交工作方向，形成了清晰有
力的指引。那就是積極塑造良性健康
外部環境，擴大朋友圈，維護產業鏈
供應鏈韌性，開拓國際市場空間，着
力穩外貿、穩外資，進而穩經濟。

當然，對於國際形勢的複雜性
應充分估計，對單邊主義、保護主
義和孤立主義逆流做足預案。過去
一年多時間，中美金融、經濟、商
貿3個工作組已經機制化運行。以
此次中美元首互動為契機，時不我
待地激活更多積極因子，形成更大
示範帶動效應，進一步築牢中美關
係防波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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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經貿關係穩定發展 符合兩國利益

習近平：中俄要共同捍衛二戰勝利成果
同普京視頻會晤 強調繼續深化戰略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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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回應特朗普最新貿易政策表態：

▲1月21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視頻會晤。 新華社



【大公報訊】綜合中新社、
央視新聞報道：開啟第二任期的
美國總統特朗普20日在宣誓就職
後簽署行政令，宣布美國將再次
退出旨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
協定》，並繼續退出世界衞生組
織（WHO）的相關程序。1月21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主
持例會，有記者就此進行提問。

郭嘉昆表示，作為全球公共
衞生領域的權威專業國際機構，
世界衞生組織在全球衞生治理當
中發揮了中心協調的作用，世界
衞生組織作用只應加強，不應削
弱。中方將一如既往地支持世界
衞生組織履行職責，深化國際公
共衞生合作，加強全球衞生治
理，推動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
體。

中方應對氣候變化一以貫之
同時，中方對美方宣布將要

退出巴黎協定表示關切。氣候變
化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沒
有一個國家能夠置身事外，也沒
有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中國
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和行動
一以貫之。中方將同各方一道，
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積極
應對氣候變化挑戰，共同推進全
球綠色低碳轉型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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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中新社、環球
時報、大公報記者葛沖報道：在1月
21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提
問稱，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將要
求其政府針對中國的貿易行為進行調
查，但是沒有宣布新的關稅措施。中
方對此有何回應？郭嘉昆作上述回
應。

中方願與美新政府妥管分歧
另有記者提問，中方是否會邀請

特朗普訪華，其訪華的重要意義是什
麼？郭嘉昆表示，中方願同美國新政
府一道，在兩國元首的戰略引領下，
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的原則，保持溝通，加強合作，妥善

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在新的起點
上取得更大進展。

對於下一步中美關係發展，美國
工商界人士表示，美中作為世界上最
富有活力和科技最發達的前兩大經濟
體，理應開展互利合作，找到建設性
和穩定的相處之道。美工商界看好中
國經濟前景和在華發展機遇，支持美
中加強對話溝通，推動雙邊關係和經
貿合作不斷向前發展。

專家：中國對美而言是機遇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向
大公報指出，在經貿以及TikTok等
問題上目前對華釋放了一定善意，

這顯示他在中美經貿關係上可能將
會受到來自華爾街，特別是硅谷，
一些精英的重要影響。同時，這位
專家判斷，特朗普這一任期將可能
會對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有更高的
興趣。有可能希望藉機進一步打開
中國社交媒體市場對美國開放的大
門，比如，允許X、Google等進入
或重返中國市場。

王勇強調，中國對美國更多的是
機遇，而不是所謂的安全挑戰或會威
脅美國的霸權。有了正確的對華認
知，中美之間就有可能展開更為有效
的合作，從而造福於中美兩國人民，
有利於地區局勢的穩定，也有利於全
球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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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熱議中美高層互動

正面開局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
中美關係以雙方高層互動增加的方

式進入特朗普第二任期，是一個比較正
面的開局。中美雙方通過高層的接觸和
溝通，對下一步中美關係的處理達成了
一些重要共識。

政策取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倪峰

穩定肯定還是（中美關係中）最重
要的，這也是舊金山會晤後中國對美的
基本政策取向。

積極勢頭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倪峰

TikTok在美國遭封禁一事，確實
會對中美正常經貿和人文交流帶來巨大
的衝擊，TikTok恢復服務是向正向的議
題邁出了積極的一步，是一個積極的勢
頭。 資料來源：澎湃新聞

▲2024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突破43萬億元人民幣，規模再創新高。圖為1月
13日，在山東港口青島前灣港，貨輪停靠碼頭。 新華社

▲去年8月，中國抗瘧團隊在位於非洲國家
科摩羅首都莫羅尼北部的村莊內為村民採血
化驗。 新華社

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表
示，他將要求其政府對中國
貿易行為進行調查，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郭嘉昆21日表
示，中美經貿合作的本質是
互利共贏，維護中美經貿關
係穩定發展，符合兩國和兩
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
於全球經濟的發展。中方願
意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
處、合作共贏的原則，同美
方加強對話溝通，妥善管控
分歧，拓展互利合作，希望
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
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健康
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