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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與耶倫通話：關切美取消加徵關稅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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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下午在參觀國家
「十三五」科技創新成就展時強調，「十三五」時
期，中國科技事業加快發展，創新能力大幅提升，在
基礎前沿、戰略高技術、民生科技等領域取得一批重
大科技成果。這是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黨全國特
別是廣大科技工作者共同奮鬥的結果。當前，中國已
經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科技創
新在黨和國家發展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
用，全國廣大科技工作者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
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堅定創新自信，緊抓創新機遇，勇攀科技高峰，
破解發展難題，自覺肩負起光榮歷史使命，加快實現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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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分別參觀展
覽。
下午3時45分許，習近平來到北京展覽館，走進

展廳參觀展覽。展覽以「創新驅動發展 邁向科技
強國」為主題，共分總序、百年回望、基礎研究、
高新技術、重大專項、農業科技、社會發展等12個

展區。通過1,300多件實物、200多件模型等，集
中展示「十三五」以來，全黨全國貫徹落實以習近
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於科技創新的一系列重大
決策部署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展覽重點展示「九章」量子計算

原型機、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研究、「天機」類腦
芯片等基礎前沿重大突破以及散裂中子源、「慧眼」衛
星等科學裝置。面向經濟主戰場，重點展示國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台、「京華號」國產最大直徑盾構
機等。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重點展示中國空間站模型、
火星車、「嫦娥五號」、「奮鬥者」號全海深載人潛水
器、集成電路裝備、全球首個第四代核電高溫氣冷示範
堆、「國和一號」核電機組等國之重器。面向人民生命
健康，重點展示一體化全身正電子發射/磁共振成像裝備、
無人植物工廠水稻育種加速器以及「科技抗疫」「科技
冬奧」的最新成果……一件件實物、一個個模型生動詮
釋着「十三五」期間中國科技創新取得的重大進展和突
出成就，習近平等領導同志仔細觀看，認真聽取工作人
員講解並詢問有關情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
人大常委會有關領導同志，國務委員，全國政協有關
領導同志以及中央軍委委員參觀了展覽。

習近平參觀「十三五」科創成就展：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推動RCEP盡早生效
出席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0月26日下午在人

民大會堂出席第24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東盟輪值主席國文萊蘇丹

哈桑納爾、柬埔寨首相洪森、印尼總統佐科、老撾總理潘坎、馬來西亞總

理伊斯邁爾、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泰國總理巴育、

越南總理范明政與會。李克強與哈桑納爾共同主持會議。東盟秘書長林玉

輝出席。會議以視頻形式舉行。

●責任編輯：裴軍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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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國駐美國大使館25日表
示，美方與台灣當局22日以線
上方式召開會議討論提高台灣
有意義地參加聯合國活動的能
力，中方對美方上述做法表示
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向美
方提出嚴正交涉。
駐美使館發言人在一份聲明

中說，中方在交涉中嚴正指
出，聯合國是由主權國家組成
的政府間國際組織。1971年通
過的聯大第2758號決議已從
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徹底
解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
國的代表權問題。聯合國系
統、各專門機構和聯合國秘書
處任何涉及台灣的事務均應遵
守一個中國原則和聯大第2758
號決議。包括美國在內的聯合國
廣大會員國均承認世界上只有一
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台灣地區參與國際
組織活動必須按照一個中國原則
處理。台灣當局企圖挾洋自重拓
展所謂「國際空間」，實質是謀
求擴大「台獨」分裂空間，必將
以失敗告終。
聲明說，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
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規定，遵守聯大第2758號決
議，停止與台官方往來，停止發
表不負責任的言論，不以任何形
式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
號，不得縱容支持台灣當局擴大
「台獨」空間，不要做損害中美
關係、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事。

香山論壇聚焦大國關係與亞太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軍網報道，2021
年度北京香山論壇專家視頻會第一場研討
會於10月25日晚順利結束。北京大學國際
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主持了該場研討
會，來自中國、俄羅斯、美國、日本、韓
國、印度等國家的8位專家圍繞「大國關
係與亞太安全」進行了深入交流。

美應考慮他國利益關切
中美關係當前的緊張局勢受到與會專家
的高度關注。美國外交界和學術界中國問
題專家、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認為，中
美日益激烈的競爭使兩國關係面臨建交以
來最為嚴峻的挑戰，他指出，大國負有特

殊責任，在處理國際關係時不能僅局限於
自身權益，還要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關
切。韓國世宗研究所理事長、亞太核不擴
散和裁軍領導小組副主席文正仁強調，任
何零和競爭都會導致雙輸的結果，回到過
去的冷戰時代就是歷史的倒退。
中國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
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指出，從經濟角
度來看，與特朗普執政時期一直鼓吹中美經
濟脫鈎不同，拜登當選後已經意識到這種政
策既不現實也不理智；就亞太地區本身而
言，過去20年裏亞太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和
平的地區，隨着中國在全球領導力的增強，
中國在更好處理中日關係、推進中國－東盟

關係上也一定會更加自信從容。
北京香山論壇高級顧問姚雲竹則明確表

示，中國反對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
係。她認為，競爭框架會影響雙方合作的
意願，而以戰略競爭來凝聚國內共識的行
為只會刺激民意，使政府面對更多壓力，
唯有合作更有利於避免衝突。

不能挑釁對方戰略底線
對於如何推動大國之間以有利於地區和

平穩定的方式進行良性互動，軍事科學院
研究員曹延中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尊
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要關切，絕不能挑
釁對方的戰略底線。」俄羅斯國際事務理

事會主任安德烈．科爾圖諾夫建議，「區
域國家應建立共同的危機管控機制，並嘗
試在氣候變化、核擴散、恐怖主義等共性
的安全問題上尋求合作，重拾互信。」
針對當前亞太地區的安全形勢，軍事科
學院研究員江新鳳解讀了亞太安全面臨的
挑戰。她指出，近兩年大國關係的變化和
疫情影響使亞太地區面臨的形勢越來越嚴
峻。近期，美英澳三國建立所謂的「安全
夥伴關係」，幫助澳大利亞獲得核武器，
破壞南太平洋無核區建設，加速軍備競
賽，加劇了亞太地區的緊張局勢。此外，
亞太地區域內國家海洋爭端問題由於域外
大國的干涉也變得越來越敏感、複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10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
頭人劉鶴應約與美財政部長耶倫舉行視頻
通話。雙方就宏觀經濟形勢、多雙邊領域
合作進行了務實、坦誠、建設性的交流。
雙方認為，世界經濟復甦正處於關鍵時
刻，中美加強宏觀政策溝通協調十分重
要。中方表達了對美國取消加徵關稅和制
裁、公平對待中國企業等問題的關切。雙
方同意繼續保持溝通。專家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其實是美國更需要對
華取消加徵關稅，而且經過疫情的考驗，

美國逐步意識到，東南亞國家是無法替代
中國的。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

長白明表示，雙方的高層對話很重要，但
美方不能只追求本方利益最大化，只有相
互尊重、相互平等，共同做大蛋糕，這樣
的交流才有意義，才能對中美雙方都有
利。他指出，耶倫的職責範圍還包括美國
財政收支平衡以及維持美國國債的信譽
等，因此國債問題或將也是其關心的內容
之一，因為中國曾是美國最大的國債持有
國，現在的第二大持有國，若中國大幅減
持美國國債，也將成為一大問題。

白明指出，特朗普時期的對華制裁手段
層出不窮，不僅加徵關稅，還將中國一些
公司列入黑名單，對華為等高新技術公司
「斷供」，在貿易規則上對中國發難等，
這一系列打壓中國的「組合拳」，若拜登
時期不收手，想改善中美經貿關係，幾乎
是不可能的。

專家：加徵關稅加劇美通脹
白明強調，現在其實是美國更需要對華

取消加徵關稅，因為其國內寬鬆的貨幣政
策已經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再加上關
稅帶來的物價上漲，更是雪上加霜。「如

不及時採取有效措施控制通貨膨脹，未來
美國經濟將受到很大困擾，這對民主黨的
執政也會有影響。」他說，「誰能夠提供
物美價廉的產品，誰就更加佔據主動。」
白明指出，經過疫情的考驗，美國也逐
步意識到，東南亞國家是無法替代中國
的。在疫情造成的供應鏈斷裂情況下，不
少訂單又重新回到中國。他認為，如果美
方在談話中只想讓中國為自己提供便利，
而自己繼續堅持對華制裁打壓的態度，那
麼許多問題將依然無解。希望美方能夠釋
放更多平等、尊重的意願，早日促成有利
於雙方的結果。

李克強表示，當前中國－東盟關係健康
穩定發展，各領域務實合作持續推

進。去年以來，習近平主席與東盟國家領
導人通過多種方式進行深入戰略溝通。今
年是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30周年。30年
來，雙方堅持講信修睦、互利共贏，支持
多邊主義，維護了地區總體穩定和經濟持
續增長。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中國東
盟守望相助，相互支持，雙方關係得到進
一步鞏固。

提中國東盟合作六點建議
李克強指出，中國將在開放中同包括東盟

在內的世界各國深化友好互利合作。李克強
就下階段中國東盟合作提出六點建議：
一是共築健康防線。加強抗疫政策溝通協

調，中方願進一步增加對東盟國家的疫苗和
抗疫物資援助，共同提升預警和應急反應能
力。倡議成立中國－東盟公共衞生科技合作
中心，推動科技賦能公共衞生合作。
二是深化經濟融合。推動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RCEP）盡早生效，早日惠
及地區各國人民。願正式啟動中國－東盟
自貿區升級後續談判聯合可行性研究，倡
議探討開展中國東盟「多國多園」合作。
中方已正式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
夥伴關係協定（CPTPP），希望得到東盟
國家支持。
三是推動包容發展。加快推進構建藍色

經濟夥伴關係。加強國際發展合作，在東
盟國家設立專門機構，打造發展合作示範
點。
四是堅持創新驅動。落實好未來五年科

技創新夥伴關係行動計劃，探討開展中
國－東盟工業產業設計合作，盡快完成制
定《關於落實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夥
伴關係的行動計劃（2021－2025）》。
五是拓展綠色合作。落實好《中國－東
盟環境合作戰略及行動計劃（2021－
2025）》，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維護全球
和區域生物多樣性，合理推動能源產業和
經濟結構轉換升級。
六是夯實民意基礎。在確保防疫安全前
提下，分階段處理好東盟國家留學生返華
復學等問題。倡議建立中國－東盟教育高
官會晤機制，用好中國－東盟菁英獎學金
等平台，繼續向中國－東盟合作基金增
資。

視東盟為周邊外交優先方向
李克強強調，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

道路，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促進共
同發展。南海和平符合中國和東盟國家的
共同利益。明年是《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簽署20周年，中方願同東盟國家以此為契
機，拓展海上務實合作，加快磋商進程並
力爭早日達成「南海行為準則」，把南海
建設成為和平、友誼、合作之海。

李克強指出，中方始終視東盟為周邊外
交優先方向，一如既往堅定支持東盟共同
體建設，堅定支持東盟在區域架構中的中
心地位，堅定支持東盟在地區和國際事務
中發揮更大作用。中方願同東盟方共同舉
辦建立對話關係30周年紀念峰會。相信
中國東盟友好合作巨輪將行穩致遠，共同
為亞洲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作出更大貢
獻。
與會東盟國家領導人表示，中國是東盟

國家的緊密對話與合作夥伴，東盟－中國
關係是東盟與對話夥伴中最全面、最具戰
略性的關係，支持雙方關係進一步提質升
級。東盟國家讚賞中方為東盟國家抗擊疫
情提供疫苗和物資援助，願同中方繼續拓
展貿易投資、互聯互通、數字經濟、公共
衞生、可持續發展等領域合作，深化人文
交流，實現互利共贏，為維護地區和平、
穩定與繁榮作出貢獻。東盟國家願同中方
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盡
早達成有效、富有實質內容的「南海行為
準則」。希望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早日生效，期待同中方舉行雙方建立對話
關係30周年紀念峰會。
會議發表了《中國－東盟關於合作支持

〈東盟全面經濟復甦框架〉的聯合聲明》
和《關於加強中國－東盟綠色和可持續發
展合作的聯合聲明》。
肖捷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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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出席第24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RCEP）盡早生效，強調把南海建設成為和平、友誼、合作之海。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