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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裏有封鎖 哪裏就有突圍
王毅回應中美科技競爭：

大公報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

◀▲3月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梅地亞中心新聞發布廳
舉行記者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就 「中國外交政策
和對外關係」 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中新社

談元首外交

●2025年對中國、世界都是一個重要年份，元首外
交將迎來新的高光時刻。

談中俄關係

●中俄關係是動盪世界中的恆量，而不是地緣博弈裏
的變量。

談特朗普退群

●這個世界上有190多個國家，試想，如果每個國家
都強調本國優先，都迷信實力地位，那這個世界將
倒退回叢林法則。

談中美外交理念

●西方有句話， 「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
益」 。在中國看來，朋友應當是永遠的，利益應當
是共同的。歷史將證明，只有心懷 「大家」 ，才能
成為真正的 「贏家」 。

談烏克蘭危機

●中方從爆發危機第一天起就在為和平奔走。談判桌
是衝突的終點，也是和平的起點。

談DeepSeek等領域創新

●回應美國 「得不到就毀」 行為：中國有句古詩說得
好，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小院高牆擋不
住創新思維，脫鈎斷鏈最終將孤立自己。

談台灣局勢

●台灣地區在聯合國的唯一稱謂就是：中國台灣省。
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過去不是，今後更絕無可
能。

談中歐關係發展

●回顧中歐半個世紀的交往，最寶貴的經驗是相互尊
重，最強大的動力是互利共贏，最一致的共識是多
邊主義，最準確的定位是夥伴關係。

談中日關係

●與其鼓吹 「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不如謹記，借
台灣生事，就是給日本找事。

談中印關係

●中印互為最大鄰國。中方始終認為，做相互成就的
夥伴、實現 「龍象共舞」 是雙方唯一正確的選擇。

談中國經濟

●人們常說 「下一個中國，還是中國」 ，中國奇跡的
上半篇是史無前例的高速度增長，下半篇將是更加
精彩的高質量發展。

資料來源：中新網

7日的記者會上，
中國外長王毅拋出了
「五連問」 ： 「美國

應該復盤一下，你們從這些年的關稅戰、貿易
戰中得到了什麼？貿易逆差是擴大了，還是縮
小了？製造業的競爭力是上升了，還是下降
了？通脹是好轉了，還是惡化了？民眾的生活
是變好了，還是變糟了？」

去年同一天，王毅送給美國的是 「四連
問」 ：大國的信譽何在？大國的自信何在？國
際公理何在？公平競爭何在？相比之下，今年
的 「王毅之問」 ，更加具體。

重返白宮僅幾十天，特朗普已經將信譽、
公理、公平扔進了堆填區，而將狂妄自大、唯
我獨尊、蠻橫霸凌演繹到了瘋狂的地步。因

此，對於將一切用買賣來計量、罔顧公理和規
則、不知道義為何物的特朗普來說， 「五連
問」 的通俗表達，更為適合。

其實，除了自欺欺人的特朗普團隊，美國
國內很多權威機構已經給出了答案。標普全球
公司2月發布的美國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顯示，
製造業原材料費用等成本創下2年零4個月以來
新高。根據調查機構SteelBenchmaker的數據，
截至2月底，美國汽車和建材用鋼材價格比2024
年底上漲了13%。ADP報告稱，美國私營企業2
月份增加了7.7萬個就業崗位，大幅低於平均預
測值14萬個。美國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的調查
指出，2月份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持續惡化，創
8個月以來新低。

而這一切，皆拜特朗普加徵關稅帶來的漲

價壓力所賜。高昂的代價，都只是為了滿足特
朗普的強權快感和 「偉大」 幻覺。特朗普向全
世界瘋狂輸出、無差別攻擊的關稅戰，已演變
為美國經濟的自毀程序，在美國經濟肌體劃開
一道道傷口。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中，築牆者
必將被自己構築的高牆所困。關稅戰，已成為
美國作繭自縛的經濟絞索。

王毅在7日的記者會上，還特別提到，一百
多年前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人就發出歷史之
問，究竟是 「公理勝強權」 ，還是 「強權即公
理」 ？如今的中國，早已不是任人宰割、積貧
積弱的 「東亞病夫」 。百年前的 「巴黎之
問」 ，中國只有面對公理淪喪的滿腔悲憤；而
百年後的 「北京之問」 ，中國有足夠的底氣和
實力，奉陪到底。

談中美貿易戰
王毅5問美國

美國應該復盤一下你
們從這些年的關稅戰、貿
易戰中得到了什麼？

貿易逆差
是擴大了還是
縮小了？

製 造 業 的
競爭力是上升了
還是下降了？

通脹是
好轉了還是
惡化了？

民眾的生
活是變好了還
是變糟了？

資料來源：中新網

1 2 3 4 5

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7日舉行記者會，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就 「中國外交政
策和對外關係」 回答記者提問。

在回應中美科技領域競爭時，王毅表示，哪裏
有封鎖，哪裏就有突圍；哪裏有打壓，哪裏就有創
新；暴風雨最猛烈的地方，恰恰是 「哪吒鬧海」 、
「一飛沖天」 的舞台。小院高牆擋不住創新思維，

脫鈎斷鏈最終將孤立自己。他強調，如果選擇合
作，將實現互利共贏；如果一味施壓，中國必將堅
決反制。中美都將在這個星球上長久存在下去，因
此必須和平共處。

王毅表示，這段時間，中國的科技創新不斷突破了人
們的想像。從當年的 「兩彈一星」 ，到神舟、 「嫦娥」 ，
再到5G、量子計算、DeepSeek，一代代中國人的奮鬥從
未止步，中國的科技強國之路越走越寬。

小院高牆擋不住創新思維
王毅說，這條道路並非一片坦途。無論是航天科技，

還是芯片製造，外部施加的無理打壓從未停歇過。但哪裏
有封鎖，哪裏就有突圍；哪裏有打壓，哪裏就有創新。暴
風雨最猛烈的地方，恰恰是 「哪吒鬧海」、 「一飛沖天」 的
舞台。中國有句古詩說得好，「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
小院高牆擋不住創新思維，脫鈎斷鏈最終將孤立自己。

王毅表示，科學技術不應成為編織鐵幕的工具，而應
當是普惠共享的財富。我們願意同更多的國家分享創新成
果，同大家一起追逐星辰大海。

特朗普重返白宮不久，就以芬太尼為由對中國輸美商
品加徵新一輪關稅。對此，王毅接連發出五問，他說，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美國應該復盤一下，你們從這
些年的關稅戰、貿易戰中得到了什麼？貿易逆差是擴大
了，還是縮小了？製造業的競爭力是上升了，還是下降
了？通脹是好轉了，還是惡化了？民眾的生活是變好了，
還是變糟了？

美若一味施壓 中國將堅決反制
王毅強調，中美經貿關係是相互的、對等的。如果選

擇合作，將實現互利共贏；如果一味施壓，中國必將堅決
反制。中美都將在這個星球上長久存在下去，因此必須和
平共處。王毅表示，相互尊重是國與國交往的基本準則，
也是中美關係的重要前提。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幻想一邊
對華打壓遏制，一邊與中國發展良好關係。這種 「兩面
人」 的做法不僅不利於雙邊關係的穩定，也無法建立起彼
此的互信。

王毅指出，當今世界變亂交織，確定性日益成為全球
稀缺資源。各國尤其是大國作出何種抉擇，將決定時代方
向、影響世界格局。中國外交將堅定不移地站在歷史正確
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將以中國的確定性穩住不
確定的世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對大
公報表示，王毅外長在人大記者會上表述是在特朗普政府
執政一個多月後對中美關係的系統表態，既對當前中美關
係作出基本評價，同時對未來中美關係提出展望，強調中
美兩國在建構新秩序的情況下要加強溝通與合作，而不是
一味施壓。

「美國對中國的施壓恐怕只是徒勞，這種想迫使中國
就範的做法，不只達不到目的還會有損中美關係。」 王湘
穗表示，當前國際局勢複雜，需要中美這樣的大國對全球
事務承擔更多責任，中美之間的協調是必要和重要的。這
位專家指出，特朗普上台後也對中美關係作出了一些積極
的表態，表達了改善中美關係的願望，但是還存在很大不
確定性，王毅外長的講話也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特朗普走向
改善中美關係的道路，不要再做損害中美關係的事。

從「四連問」到
「五連問」

北京觀察
馬浩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外交部長王毅7日在
兩會記者會上表示，一

個中國原則是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
台灣回歸中國已經80年了，日本仍有
人不思反省，與 「台獨」 勢力暗通款
曲。我們要正告這些人，與其鼓吹
「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不如謹
記，借台灣生事，就是給日本找事。

王毅在記者會上還回應了質疑聯
大第2758號決議的論調。王毅表
示，1971年，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
多數通過第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
權利，並立即將台灣當局的代表從聯
合國及其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這一
決議徹底解決了包括台灣在內全中國

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徹底杜絕了
製造 「兩個中國」 或 「一中一台」 的
任何可能。台灣地區在聯合國的唯一
稱謂就是 「中國台灣省」 。台灣從來
不是一個國家，過去不是，今後更絕
無可能。鼓吹 「台獨」 就是分裂國
家，支持「台獨」就是干涉中國內政，
縱容 「台獨」 就是破壞台海穩定。

菲甘當棋子終會被拋棄
在談及中菲海上爭議時，王毅表

示，不久前在一個國際論壇上，有位
地區國家的官員提到，菲律賓同中方
的摩擦就是一齣 「皮影戲」 ，這個比
喻很形象。他強調，侵權挑釁必將自
食其果，甘當棋子最終只會被拋棄。

大公報記者馬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外交部長王毅7日在
兩會記者會上表示，一

個成熟、堅韌、穩定的中俄關係，不
會因一時一事而變，更不會受第三方
干擾，是動盪世界中的恆量，不是地
緣博弈裏的變量。他強調，無論國際
環境如何變化，中俄友好的歷史邏輯
不變，內生動力不減。

王毅表示，中俄雙方深刻總結歷
史經驗，決定永久睦鄰友好，開展全
面戰略協作，尋求互利合作共贏，因
為這樣最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符合時代發展進步的方向。中俄已
探索出一條 「不結盟、不對抗、不針
對第三方」 的相處之道，站在了新型
大國關係的前列，樹立了相鄰國家關
係的典範。

中俄將共同紀念二戰勝利80周年
王毅說，去年是中俄建交75周

年，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三次面對
面會晤，共同引領中俄新時代全面戰

略協作夥伴關係邁向歷史新階段。今
年是二戰勝利80周年，中俄兩國曾
分別在亞洲和歐洲主戰場浴血奮戰，
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付出了巨大
民族犧牲，作出了重大歷史貢獻。雙
方將以共同紀念這一重要歷史節點為
契機，弘揚正確二戰史觀，捍衛二戰
勝利成果，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
際體系，推動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發展。

談及烏克蘭危機，王毅表示，中
方從危機爆發第一天起就主張對話談
判，尋求政治解決，就在為和平奔
走、為促談努力。他說，中方歡迎並
支持一切致力於和平的努力。同時也
要看到，這場危機根源錯綜複雜，冰
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消融化解也非一
日之功。但衝突無法有贏家，和平不
會有輸家。談判桌是衝突的終點，也
是和平的起點。中方願根據當事方的
意願，同國際社會一道，為最終化解
危機、實現持久和平繼續發揮建設性
作用。 大公報記者馬靜

重申
立場

正告日方：借台灣生事 就是給日本找事

中俄關係不會因一時一事而變
樹立
典範

暴風雨最猛烈的地方
恰恰是「哪吒鬧海」一飛沖天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