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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中美如何相處決定人類前途命運
會見美國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一行 指出競爭對抗不符合時代潮流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10月9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率領的美國國

會參議院兩黨代表團。

習近平指出，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兩國如何相
處，決定人類的前途和命運。競爭對抗不符合時代潮流，更解決不

了本國自身的問題和世界面臨的挑戰。中方始終認為，中美共同利益遠
遠大於分歧，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對彼此是機遇而非挑戰。「修昔底德陷
阱」並非必然，寬廣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發展、共同繁榮。中美
兩國經濟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從對方的發展中獲益。
全球疫後復甦、應對氣候變化、解決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都需要中美
協調和合作。中美作為兩個大國，應展現大國的胸懷、視野和擔當，本
着對歷史、對人民、對世界負責的態度，處理好中美關係，相互尊重、
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增進兩國人民福祉，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為世界
和平發展作出貢獻。

望兩國立法機構多交流
習近平指出，中華文明綿延不斷五千多年，始終堅持與時俱進、兼收
並蓄、合作交流的和平理念。中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
兩大奇跡，歷史性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根本原因
是找到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符合人民期待、得到人民支持擁護的成功
發展道路。中國將繼續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全面推進中國式
現代化，堅持和平發展不動搖，同世界各國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歡迎更多美國國會議員訪華，更好地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
來。希望兩國立法機構多來往、多對話、多交流，增進彼此相互了解，
為推動中美關係穩下來、好起來作出積極貢獻。

美方不希望同中國脫鈎
舒默等表示，很高興訪問美麗的中國，感謝中方熱情接待，使我們通
過此行感受到中國發展的活力和潛力。舒默等介紹了對中美關係有關問
題的看法和意見，表示，美中關係穩定發展不僅對美中兩國至關重要，
也事關世界和平與發展。中國發展繁榮有利於美國人民。美方不尋求同
中國發生衝突，不希望同中國脫鈎，願同中方本着開放坦誠、相互尊重
的精神加強對話溝通，負責任地管控兩國關係，推動美中關係穩定發
展。美方期待同中方加強雙邊貿易投資合作，就應對氣候變化、打擊毒
品販賣、解決地區衝突等問題加強溝通合作。
王毅參加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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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
授、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
任王勇向香港文匯報指出，美
國國會參議院兩黨代表團訪

華，是最近數月以來美國政府調整對華政
策的延續，在一定程度上是基於拜登政府
對華政策的調整。這位專家指出，中美之
間的競爭格局不會改變，但是美國考慮到
中國的實力以及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
亦希望能夠穩定對華關係，增加相互透明
度，管控分歧，在雙方可以合作的領域展
開合作。

王勇表示，美方希望在經貿、非傳統安
全領域，包括氣候變化、芬太尼等問題
上，與中方加強合作，而相關合作對中美
雙方都有益。

新冠疫情過後，中美間的來往更加頻
繁，美國的工商界領導人來華訪問並受到
中國領導人會見。王勇認為，這些對於中
美關係的改善亦起到了較大作用。美國工
商界反對中美「脫鈎」，希望能夠在中國
生根發展，但與同時又擔心，中美關係繼
續惡化，將使得他們不得不做出選擇，最
終離開中國市場。美國工商界為推動中美
關係改善和營造氣氛發揮了穿針引線的作
用。

美對華政策調整有望促成中美領導人會面
這位專家指出，過去的歷史經驗表明，

意識形態的分歧，並不能阻礙中美之間務
實的合作，今天也同樣如此。在王勇看
來，美國政府總的對華政策仍是繼續與中

國進行競爭，但同時也希望擴大中美間合
作的一面，穩定兩國關係，避免擦槍走
火。美方對華政策的調整以及一系列對華
訪問，釋放出了大量積極信號，將有望最
終促成中美兩國領導人11月在美會面，繼
續沿着當前的積極發展方向推進中美關
係。

當前，全球的政治經濟安全格局正面臨
着非常大的挑戰，俄烏衝突尚未結束，又
爆發了新的巴以衝突等。王勇認為，在新
的形勢下，中美有更多的話題可以討論，
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可為解決國際紛爭發
揮重要積極建設性作用，相信美方亦需要
與中方加強溝通與合作來共同推動當前國
際危機的解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美方冀穩定中美關係 擴大對華合作
專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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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9日晚消息，10月7日，菲律
賓武裝部隊發言人稱，中國聲稱對「西菲律賓海」擁有無可
爭辯的主權是有爭議的，中國「毫無根據」的主張及其在
「西菲律賓海」的行為不負責任。外交部發言人答記者問時
強調，仁愛礁歷來就是中國領土，中方再次敦促菲方重視中
方關切，停止在海上挑釁滋事，停止無端攻擊抹黑，避免影
響破壞南海的和平與穩定，損害本地區國家的共同利益。中
方將繼續按照國內法和國際法，採取必要措施，堅定維護中
國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重申五點聲明
發言人指出近來菲律賓在仁愛礁採取的一系列舉動，嚴重
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中方已就此多次向菲律賓提出嚴正交
涉。中方願重申以下幾點：
一是仁愛礁歷來就是中國領土。仁愛礁無論在地理上、經

濟上、政治上，還是在歷史上，都是中國南沙群島不可分割
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已成為國際社會廣泛共識，完全符合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於群島的規定。中國對包括仁愛礁
在內的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這是在
長期歷史進程中形成並確立的，符合包括《聯合國憲章》在
內的國際法。
二是仁愛礁從來就不是菲律賓領土。菲律賓的領土範圍是
由1898年《美西和平條約》（《巴黎條約》）、1900年《美
西關於菲律賓外圍島嶼割讓的條約》（《華盛頓條約》）、
1930年《關於劃定英屬北婆羅洲與美屬菲律賓之間的邊界條
約》規定的，包括仁愛礁在內的南沙群島完全不在菲律賓領
土範圍內。菲律賓以距離菲領土較近為由對仁愛礁主張主
權，是完全沒有法律依據的。
三是南海仲裁案所謂裁決是非法無效的。菲律賓提起的南

海仲裁案直接涉及領土主權和海洋劃界問題。領土問題不屬
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調整的範圍。同時，中國政府已於
2006年根據《公約》第298條規定，將海洋劃界等問題排除
在任何國際司法或仲裁管轄之外。菲律賓單方面提起南海仲
裁案違反《公約》規定。仲裁庭違反「國家同意」原則，越
權管轄、枉法裁判，所作裁決是非法的、無效的，沒有任何
拘束力。菲律賓依據上述裁決主張仁愛礁屬於菲律賓的專屬
經濟區和大陸架，在法律上站不住腳。
四是菲律賓派軍艦在仁愛礁「坐灘」嚴重侵犯中國領土主

權。1999年 5月，菲律賓派57號坦克登陸艦在仁愛礁非法
「坐灘」。中方當即提出嚴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拖走該軍
艦。菲方一再承諾盡快拖走軍艦。但24年過去了，菲方軍艦
還在原地「擱淺」。中方不能接受菲方一再違背承諾、侵犯
中國領土主權的行徑，菲方有責任拖走「坐灘」軍艦。
五是造成當前海上事態的責任完全在菲律賓方面。一段時

間以來，菲律賓無視中方的善意和誠意，不斷派公務船、軍
艦強闖仁愛礁鄰近海域，企圖運送用於大規模維修加固非法
「坐灘」軍艦的建築物資，實現對仁愛礁的永久佔領。菲律
賓此舉嚴重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違反國際法和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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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巴基斯坦駐華使館主樓大廳，右側牆面上偌
大的「Iron Brothers（鐵桿兄弟）中巴友誼堅如磐
石」字樣引人注目。
兩國深厚友誼從何而來？中巴經濟走廊建設進展

如何？民心相通何以實現？時值「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周
年，圍繞上述問題，記者日前在北京對巴基斯坦駐華大使莫因
．哈克（Moin Ul Haque）進行了專訪。

「在中國，巴基斯坦被稱為
『巴鐵』，意思是鐵桿兄弟。
在巴基斯坦，我們用『比山
高、比海深、比蜜甜、比鋼
硬』來形容兩國友誼。」哈克
說，兩國關係建立在相互尊
重、政治互信、務實合作以及
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基
礎之上，巴中關係是巴基斯坦
外交政策的基石。「無論兩國
遇到什麼困難，我們總是站在
一起。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

這份情誼堪稱獨一無二。」

「中巴經濟走廊改變了巴方經濟面貌」
「我們向習主席十年前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遠見卓識致

敬。這一倡議旨在為共建國家帶來繁榮，在基礎設施、互聯互
通、工業通信等領域實現高質量發展。」哈克稱讚，十年來，
「一帶一路」倡議帶動了共建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創造了就業
機會，改善了民生。
十年前，中巴經濟走廊啟動建設。2015年明確了以中巴經濟

走廊為中心，以瓜達爾港、能源、交通基礎設施、產業合作為
重點的「1+4」合作布局。哈克表示，作為「一帶一路」倡議
的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改變了巴基斯坦的經濟面貌」，
特別是能源和交通基礎設施項目，為促進巴基斯坦經濟發展發
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巴基斯坦長期面臨着嚴重的能源短缺問題」，哈克介紹，
在中巴經濟走廊框架下，建設了包括水電、風能、太陽能和核
能等能源合作項目，「幫助我們滿足了工業與家庭的能源需
求」。
瓜達爾港被譽為中巴經濟走廊「皇冠上的明珠」，這一合作
項目還被印在了巴基斯坦面額五盧比的紙幣上。「曾經的瓜達
爾港是一個很小的漁村，如今已發展成為一個功能齊全的重要
港口。」哈克說，這令他想到了中國深圳過去四十多年的發
展，「深圳曾經也是一個漁村，現在已是中國的科技中心之
一」。
一提到瓜達爾港的變化，哈克滔滔不絕：「大量中國和巴基

斯坦企業在此設廠，商貿交易活躍，職業技術學校已經建成，
當地農業正在推進現代化，新的國際機場即將落成……在瓜達
爾港，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光明的未來，希望它能成為『巴基

斯坦的深圳』。」

歡迎第三方投資中巴經濟走廊產業園區
談及中巴經濟走廊第二階段建設情況，哈克直言「非常重

要、非常令人興奮」，因為這一階段的重點是工業化、農業現
代化和信息技術等領域合作。「去年我們兩國簽署了產業合作
框架協議，確定了工業化路線圖，並歡迎第三方夥伴參與中巴
經濟走廊產業園區投資。」
哈克表示，為推動中巴經濟走廊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兩國

去年同意在現有框架下進一步構建健康走廊、產業走廊、貿易
走廊、綠色走廊和數字走廊。「綠色走廊側重於環境、農業和
綠色技術。巴基斯坦是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國家之一，這一
合作有助於巴基斯坦管理災害。」

巴中友誼最重要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中巴兩國山水相連，世代友好。早在2000多年前，絲綢之路
就在兩個古老文明之間架起了友誼的橋樑。在哈克看來，關於
巴中友誼最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這不僅是兩國政
府之間的聯繫，更是人民之間「心與心的聯繫」，「這也正是
我們在中國主要社交媒體平台上開設官方賬號的原因」。
哈克說，我們兩國都擁有多樣的風景、文化遺產、美食和文

學，有很多值得欣賞和探索的地方。「我邀請我們的中國朋
友、兄弟姐妹來巴基斯坦參觀，感受巴基斯坦的美麗，特別是
我們對所有中國朋友的愛、友誼和溫暖。」
「我們正在努力將這種友誼推向未來一代，向他們講述巴中

兄弟情誼的故事。」哈克動情地說，無論是雨是晴，巴中始終
站在一起。「我們一直在一起，也將永遠在一起，這是我們需
要傳遞給年輕一代的信息。」 ◆中新社

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冀瓜達爾港成巴方「深圳」
特稿特稿

◆莫因．哈克 中新社

◆ 2013年10月3日，中國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它
與同年中國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共同構成「一帶一路」，開
啟了國際合作的嶄新篇章。圖為2018年航拍的照片顯示，一
艘貨櫃輪停靠在巴基斯坦瓜達爾港。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