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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嘢睇

A7 要聞 2025年3月5日 星期三2025全國兩會

責任編輯：林子奇 美術編輯：劉國光

中方絕不接受施壓和威脅
全國人大會議今開幕 發言人回應美對華再加徵關稅

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
議今日上午9時在人民大會堂
開幕，11日下午閉幕，會期7
天。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
議新聞發布會4日舉行，大會
發言人婁勤儉就會議議程和
人大有關工作回答了中外記
者提問。

針對特朗普對華再加徵
10%關稅將生效，婁勤儉強
調，中方願意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對等互惠的基礎
上，同美方通過對話協商解
決各自關切，但絕不接受施
壓和威脅，中美經貿關係的
本質是互利共贏。

大公報記者
朱燁、任芳頡兩會報道 ▲3月4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新聞發布會。大會發言人婁勤儉就大會議程和人

大工作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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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
零距離

「中美兩國都在追逐各自的夢想，都致力於讓人民過上更美好的
生活。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婁勤儉介紹，建交46年來，
中美貿易額增長了200多倍，雙向投資存量約2500億美元，不僅為各
自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也有力促進了全球經濟發展。美方單邊
加徵關稅的做法，違反世貿組織規則，干擾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
定。希望美方與中方相向而行，通過平等磋商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歷史昭示 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歷史昭示我們，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一個穩定、健康、

可持續發展的中美關係符合兩國利益和國際社會的期待。」 婁勤儉指
出，中國願意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對等互惠的基礎上，同美方通
過對話協商解決各自關切，但絕不接受施壓和威脅，將堅決維護好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希望美方同中方一道，共同落實兩國元首
重要共識，回到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的軌道上來。 「中國全國人大
願繼續通過立法機構的交流渠道，增進中美兩國人民間的相互了解和
友誼，助力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 他說。

談及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將如何影響中歐外交和貿易關係
時，婁勤儉表示，中方高度重視對歐關係。作為全球兩大和平、建設
性力量，中歐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符合雙方根本和長遠利益，符合國際
社會的共同期待。2025年是中歐建交50周年。50年的事實一再證明，
中歐沒有根本利害衝突，也沒有地緣政治矛盾，是相互成就的夥伴。
中歐經貿關係總體平穩發展，經貿合作不僅促進了雙方經濟發展，也
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和經濟增長作出了積極貢獻。

願同歐方共同應對全球挑戰
婁勤儉強調，中歐關係不針對、不依附、也不受制於第三方。發

展中歐關係，關鍵是要充滿信心，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中方願
同歐方一道，落實好雙方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加強包括立法機構
交往在內的各領域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共同反對單邊主義、
保護主義，推動中歐關係向好、向前發展，為世界提供更多穩定性和
確定性。

婁勤儉在回答中國經濟相關情況時介紹，去年9月26日中央政治
局會議果斷部署一攬子增量政策，使社會信心有效提振，經濟明顯回
升，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30萬億元，實現了5%增長，中國式
現代化邁出新的堅實步伐。

婁勤儉表示，當前外部環境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經濟運行仍面
臨不少困難和挑戰。從國際看，世界經濟政治不確定性上升；從國內
看，國內需求不足，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但同時更要看到中國經
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
勢沒有變。 「中國經濟從來都是在風雨洗禮中成長，在歷經考驗中壯
大，我們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充滿信心。」 他說。

十四屆全國人
大三次會議4日在
人民大會堂舉行新

聞發布會，大會發言人婁勤儉在
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國防
費從2016年起，連續九年保持
了個位數增長，國防費佔國內生
產總值的比重多年維持在1.5%
以內，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有記者提問，中國經濟放緩
是否會影響未來幾年的國防預算
和軍事現代化？今年可能會增長
多少？中國將優先考慮哪些軍事
開支？婁勤儉表回應，今年國防
費打算支出多少，大會開幕後才
能公布。

婁勤儉強調，和平是需要實
力來守護的，一個擁有強大國防
的中國才能更好捍衛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更好履行好大
國國際責任義務，維護世界和平
穩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是
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
石，已成為開放包容、普遍適用
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國願同
各國一道，繼續弘揚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
同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大公報記者馬靜

春寒料峭的北京城，人民大會
堂內的杜鵑開得正艷，赴會的代表
委員們經過花前，總不自覺駐足留
影。殿堂裏的賞花人或許不知，他

們身側這抹嫣紅，原是穿越千年而來的東方原生花卉，
其一身傲骨，蘊含着 「勇敢與堅韌」 「希望與新生」 的
千年花語。

中國廣袤的土地上生長着500餘種杜鵑，從雪域高
原到江南煙雨，從白山黑水到彩雲之南，這抹紅艷總能
找到生長的沃土。不爭春時，不擇水土，只待寒意料峭
時，以燎原之勢點燃整個季節。這些看似嬌弱的花木總

能以驚人韌性扎下根系，這種特性，恰與十四屆全國人
大三次會議發言人婁勤儉在記者會上對中國經濟的研判
遙相呼應。

「不可否認，當前，外部環境帶來的不利影響加
深，經濟運行仍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 婁勤儉談及中
國經濟時，大廳的杜鵑正在大理石廊柱間傲然盛放。
「世界經濟政治不確定性上升」 「國內需求不足」 的表
述，與窗外尚未回暖的倒春寒形成微妙互文。但正如杜
鵑的生存智慧──它的根系能在石縫裏尋找生機，花苞
可於殘雪中積蓄力量。發言人給出的答案同樣帶着草木
的韌性： 「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 的十二

字，恰似杜鵑越冬時在泥土深處編織的經緯。
「中國經濟從來都是在風雨洗禮中成長、在歷經

考驗中壯大，我們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充滿信心。」 而
今，當全球經濟版圖迎來新的季風，這叢扎根於東方厚
土的杜鵑花正鐫刻新的生長密碼：那些被風雨浸潤的脈
絡裏，既有歷久彌新的堅韌，更孕育着破土而出的蓬勃
張力。當晨光再次漫過長安街，這些看似嬌柔的花朵又
會以昂揚的姿態，迎接新的太陽。這或許就是中國經濟
的隱喻：在寒暖交替中沉澱底氣，於風雲變幻裏篤定前
行，終將醞釀出下一個絢爛的花期。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

繼成為全
球最年輕 「小
影帝」 之後，
哪 吒 又 成 為

2025全國兩會上最火爆的 「話題哥」 。
甄子丹自爆想演真人版哪吒，但自嘲年
齡大；楊毅周直言所有華人同胞都能感
同身受；凌俊傑讚嘆小哪吒強勢促進兩
岸青年文化認同……

影院裏，叛逆又正義的小哪吒，統
一了國人的審美，贏得了一致點讚；兩
會上，這個虛擬的 「小孩哥」 再度叱咤
風雲，又成了眾多媒體和委員熱議的
「公共話題」 。 「如何看待小哪吒帶來
的中國文化出海熱？」 「如何期待接下
來的《哪吒3》？」 「怎麼評價台灣民眾
對觀影的熱切期待？」 一次次追問，小
哪吒已經成了今年兩會上媒體記者的
「撒手鐧」 和採訪提問的 「必殺技」 。

「人人都愛看，人人都熟悉，所以
小哪吒順理成章地成了兩會上幾乎所有
人的 『最大公約數』 。」 一位上會記者
一邊四顧尋人，一邊對大公報記者說，
以哪吒為 「敲門磚」 ，幾乎所有委員都
會說上幾句，並且話裏話外都透出對中
華文化的無限自豪。

泱泱中華古國，悠悠文化絢爛。無
論《長安三萬里》，還是《黑神話．悟
空》，從哪吒到猴王，從李杜到老莊，
從故宮到敦煌，這些文化ID強勁的生命
力已然穿越時空，並牢牢牽繫着每一個
華夏兒女的筋脈與情懷。從這個意義
上，這一次現象級的爆款， 「火」 的是
動畫， 「讚」 的是文化， 「融」 的則是
中華。因為文化的根，永遠是最深刻的
民族胎記、最獨特的亮麗風景、最無法
抹去的世情人心。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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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
議4日舉行新聞發布會，大會
發言人婁勤儉在回答記者提

問時表示，香港、澳門一直是我國對外開
放的重要窗口，在改革開放40多年歷程中
地位獨特、貢獻重大、作用不可替代。中
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舉措，全力支持香
港、澳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大灣區
基礎設施 「硬聯通」 、規則機制 「軟聯
通」 、粵港澳居民 「心聯通」 不斷提升。

婁勤儉表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重
大國家戰略。從經濟情況看，5年多來，
大灣區經濟總量上升至超過14萬億元。從
要素流動看，粵港澳三地貨物、資金、人

員流動更便捷， 「1小時生活圈」 從發展
願景成為了生活現實。2024年訪港旅客
數量達到4500萬人次。從民生角度看，
在中央大力支持下，香港多措並舉增加房
屋和土地供應，解決居民住房問題；澳門
協和醫院建成使用，增加了醫療資源的供
給。從法治建設看，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
香港，充分體現了國際社會對 「一國兩
制」 下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的高度認可。

婁勤儉最後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積
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今年將開展專
題調研，推動大灣區建設把 「一國」 之
本、 「兩制」 之利、三地優勢結合好。

大公報記者馬靜

「
我們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充滿信心」

3月5日 兩會看點
上午

開幕會前

•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
會議首場 「代表通
道」 集中採訪活動。

上午

開幕會後

•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
會議首場 「部長通
道」 集中採訪活動。

上午9時 •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
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
行開幕會。

大公報記者李暢整理

人民大會堂傲然盛放杜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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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哪吒 兩會最火話題哥

▲人民大會堂裏的杜鵑花。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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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小朋友（右）身着哪吒造型服飾
在貴州貴陽與《哪吒2》宣傳展板合影。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