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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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到武警海警總隊東海海
區指揮部視察，強調要深入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把握海
警力量建設運用特點規律，提高海上維權執法能力。
初冬的上海，風景秀麗，清爽宜人。上午10時15分許，
習近平來到東海海區指揮部機關，在熱烈的掌聲中，親切
接見該指揮部有關同志，同大家合影留念。
隨後，習近平聽取東海海區指揮部工作匯報，通過視頻
察看海警艦艇編隊執行任務情況。習近平對東海海區指揮
部建設和完成任務情況給予肯定。
習近平強調，要有效維權執法，堅決捍衛我國領土主權
和海洋權益。要建立健全海上執法協作配合機制，依法嚴
厲打擊海上違法犯罪活動，維護我國海洋經濟健康發展。
要務實開展海上執法對外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國際和地區

海洋治理。
習近平指出，要立足當前、着眼長遠，加強整體謀劃和
工作統籌，制定好路線圖、施工圖，扎扎實實提高指揮部
建設水平。要抓好相關改革任務落實，推動力量體系優化
升級，為指揮部建設創造更好條件。
習近平強調，要全面加強指揮部黨的建設，確保政治

過硬。第二批主題教育正在深入開展，要力戒形式主
義、官僚主義，切實解決實際問題，取得扎實成效。要
嚴格教育管理，狠抓經常性基礎性工作落實，確保秩序
正規、安全穩定。要高度重視基層建設，鍛造堅強戰鬥
堡壘，提高基層自建能力。各級要滿腔熱忱為基層排憂
解難，激發大家幹事創業積極性，齊心協力開創指揮部
建設新局面。
何衛東等參加活動。

習近平：把握海警力量建設運用特點規律 提高海上維權執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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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嘉賓建言推動中美關係向好發展
「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廣州）舉行 與會者認為中美合作領域大且廣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在12月1日舉行的2023年「讀懂中國」國際

會議（廣州）上，圍繞大國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國際問題研究學者、外國前政要展開積

極探討，建言獻策。與會嘉賓表示，剛剛結束的中美元首會晤信號積極，並且在安全領域

取得突破性共識，是會晤的最大成果之一。當前，中美兩國雖然在有些領域存在分歧，但

雙方需要共同合作的領域要大得多，廣泛得多，中美應回到建設性和相互尊重的軌道上。

如果一國對另一國的發展和崛起持恐懼心態並採取對抗措施，很可能帶來災難性結果。

港大學者李成深情憶基辛格 十九年交往一生銘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以前
外國人在中國工作生活要辦理簽證、居留證等等很
多證件，現在有了『五星卡』，就太便捷了。」12
月1日，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
證正式簽發啟用。因加入了體現中國國家標識的五
星元素，因此新版永居證也被稱為「五星卡」。當
日，包括中國人民大學俄羅斯籍教授索羅寧在內的
50位取得在華永久居留資格的外國人在北京、上
海、天津、武漢等不同城市領取了首批「五星
卡」，他們是來自20餘個國家，均為中國經濟社會
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的人員。

程序簡單 共用了十幾分鐘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1日上午 9時剛

過，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廳裏已經有許多外
國人在工作人員的指引下填寫材料，領取或換發新
卡。這張卡因加入了體現中國國家標識的五星元
素，因此也被稱為「五星卡」。當日首批領取到
「五星卡」的外國人來自美國、德國、英國、法
國、俄羅斯、瑞典、新加坡、韓國等國家，在經
濟、教育、科技、文化、衞生等多個領域為中國經
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其中包括中國政府友
誼獎獲得者，在華長期任職工作的外籍高層次管理
和專業技術人員，在重點院校、科研機構長期從事
教學科研的外籍教授學者等。
「以前我辦理相關證件時，需要外國專家證等很

多證明，後來越來越簡便。」已在中國生活了十年
的索羅寧對中國愈加成熟的各項便民措施深有體

會。他表示，自己能夠感受到辦理流程也越來越簡
單。「我已經迫不及待想體驗『五星卡』在實際應
用中帶來的便利了！」來自英國的孔亞卓在領取新
版永居證之後也很開心。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自己還幫家人代辦了申請換發「五星卡」，程序簡
單、清晰明瞭，「一共用了十幾分鐘。」

單獨使用 無需再出示護照
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外國人管理司司長毛旭介

紹，新版永居證是經批准在中國境內永久居留外
國人的法定身份證件，可以在社會公共服務、政
務服務和互聯網服務等領域，需要證明個人身份
時單獨使用，無需再出示其外國護照。他表示，
這是國家移民管理局貫徹落實人才強國戰略，吸

引海外人才，便利海外人才在華工作、學習、生
活，服務和保障國家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的
又一舉措。
毛旭介紹，新版永居證優化了版式布局，使用了
全新繪製的長城圖案，新增了體現國家標識的五星
元素，能夠更好地向世界傳遞中國形象和中國理
念。此外，新版永居證還有其它三個特點：一是調
整了證件號碼，由15位調整為18位，一人一號終
身不變，便於社會識別；二是調整了芯片存儲技
術，優化證件信息存儲方式，更具兼容性，便於社
會以廣泛使用的身份證件閱讀機具，快捷準確地識
別和讀取信息；三是增強了安全性，採用了更為先
進的防偽技術，增強個人信息保護和數據安全。
據悉，國家移民管理局之後將會同有關部門大力
推進各相關行業領域應用系統、設施設備的適配性
升級改造，便於持證人在交通出行、生活消費、金
融通信等公共、政務服務領域和互聯網平台使用新
版永居證。

新版外國人永居身份證啟用 首日50人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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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會議由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
會、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廣東省人民政府

主辦，廣州市人民政府承辦。會議為期三天，設
置了開幕式、領導致辭、主旨演講、午餐演講及
10場平行研討會、八場專題會議、三場閉門研討
會和一系列配套活動。
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創始人及董事會主
席尼爾．布什連續多次出席「讀懂中國」國際會
議，在幫助國際社會客觀認識中國以及推動中美
關係向前向好發展方面，頻頻發聲、建言。

「中美合作對全人類都非常重要」
尼爾．布什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他的父親
（喬治．沃克．布什）很早之前就深信，中國是
美國的朋友，中美之間的友好相處，對於中國人
民和美國人民都是有益的。當前，包括美國在內
的西方社會，把中國當作對手甚至「敵人」的想
法和做法，是一個錯誤。
「很明顯的一點，中美在很多領域確實存在分
歧和競爭，但事實上，把雙方推向合作的領域，
遠遠大於分歧的方面。在我看來，中美之間的合
作，對於全人類都是非常重要的。」 尼爾．布
什說。
他以雙邊貿易為例，中美兩國持續的、積極的

貿易對中國是很有益的，包括中國在減貧方面取
得的巨大成就，一定程度得益於全球化，得益於
包括與美國在內的國際貿易合作。而對美國來
說，之所以能夠維持在全球經濟、軍事上的影響
力，也得益於與中國之間持續的雙邊貿易關係。
因此，期待雙方都能夠有一樣的政治勇氣，推出
一些推動雙贏的政策，而不是發起貿易戰或者提
高關稅。

「要允許兩國人民之間積極互動」
對於如何促進中美之間互相尊重的友好關係，
尼爾．布什認為，交流非常重要，這包括政府之
間、非政府組織之間以及學生之間交往、民間交
往等。
「要允許兩國人民之間積極互動，讓他們能夠

親眼去看，一線去接觸，了解真實的情況，增進
了解，互相尊重，一定能夠挖掘出更多的合作領

域。」 尼爾．布什說。

望在華美企發聲告訴人們雙贏事實
尼爾．布什續指，有成千上萬家美國企業在中

國投資和發展，他們沒有離開中國，希望這些企
業能夠積極發聲，告訴大家在中國投資帶來了怎
麼樣的雙贏局面，獲得了哪些好處，又如何透過
中國的業務，惠及美國社會。
對於美國社會對中國的誤解，尼爾．布什援引

美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首
任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著作《注定開戰：美
國和中國能否逃脫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表
示，一個國家對於另一個崛起的國家的恐懼和擔
心，往往容易發生災難性後果，書中的60個類似
案例，有20個導致了戰爭，這是很大的一個教訓
和啟示。

學者：中國首要任務是保持穩定
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創始主任李

成有相同看法。他表示，雖然並不認同修昔底德
陷阱一說，但非常認同其中一個觀點，即對他國
的恐懼會驅動導致國家之間的衝突矛盾。美國一
定程度上是「守成大國」，而中國是崛起大國，
美國社會對中國的恐懼和誤讀，多多少少已經瀰
漫在中美關係當中。
李成認為，當前，國際關係中出現反全球化、

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和兩極化趨勢。當前，中國
首要任務就是要保持穩定，與四個趨勢和潮流反
其道而行，並大力促進民生、發展經濟，通過發
展為全球作貢獻。
談到剛剛結束的中美元首會晤，李成認為，最

主要的突破在於安全方面，包括建立軍隊與軍隊
之間的對話、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重申一個中國的
原則，這些都非常重要。另外，中美在人工智能
領域也有重要共識，相信未來兩三個月，會在一
定場合宣布相關共識。
「中美有共識，在核武器方面不能失去人對核

武器的控制，即杜絕人工智能運用於核武器，也
包括生化武器、生物武器方面。這些看起來是安
全領域，但事實上對經濟有非常深遠的影響，有
助於經濟的互動和企業的信心恢復。」李成說。

著名的中國問題和中美關係研究專

家李成，與基辛格深交19年，對他來

說亦師亦友。12 月 1 日，在出席 2023

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廣州）

時，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創始主任李

成深情回憶與恩師之間的點點滴滴。

作為享譽國際的中國問題和中美關係研究權威專

家，李成長期擔任全球著名智庫美國布魯金斯學會

約翰．桑頓中心主任及外交政策項目資深研究員，

今年6月，他正式辭職加入香港大學，並着手籌建

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當香港文匯報

記者向李成提及基辛格博士時，他停頓了數秒，表

情悲傷地整理了一下情緒。他說，從2004年起，與

基辛格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基本上兩三個月就有一

次一對一的見面交流，每次都在一個小時以上，新

冠疫情期間，也保持着頻繁的線上見面交流。

抱恙仍錄影祝賀學生到港大工作
李成說，一直以來，基辛格博士對他都特別好，

他記得，基辛格很少參加新書發布會，2016年，基

辛格參加了李成的一本新書發布會。很多活動，他

都傾力支持，即使不能到場，也會很認真地錄好視

頻予以支持。

今年6月底，剛剛從布魯金斯學會辭職，加上基

辛格即將訪問中國，李成前往紐約與他見面。「我

們暢聊了80分鐘左右，最後說我要離開美國前往香

港工作，他很驚訝，又和我聊了10多分鐘，並問我

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儘管告訴他。」

得知李成要在香港大學建立研究中心，並在今年

12月中旬正式掛牌成立，基辛格說，一定要錄一個

視頻，對他表示祝賀。11月，基辛格因為發生骨折

身體不適，但他仍告訴助手，祝賀李成創立研究中

心的事，要放在各項安排的「TOP位置」。這讓李

成感動不已。

學生整理七八十張合影 表達追思
「得知他去世，非常震驚，非常失落，感覺自己

的身體和人生，掉去了一大塊。」李成動情地說，

對他個人而言，19年的交往，基辛格博士給予自己

的是教誨、恩惠和鞭策，這會讓自己一生銘記。

談到基辛格的貢獻，李成說，在他看來至少三方

面十分突出。一個是幫助中國打開了大門，也一定

程度助力結束了冷戰；其次是一直堅持中國與美國

要並進，共同發展，並為此一直奔走努力；第三是

以95歲高齡開始學習人工智能，並極力呼籲避免人

工智能帶來的新衝突，特別是在中美兩個人工智能

大國之間。

2004年至今，李成每次拜訪基辛格，都會留下一

張合照，這兩天，李成正在梳理這些照片。「可能

有七八十張，也許更多，我將好好保存，作為對他

的一種追思。」李成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廣州報道

◆2023年「讀懂
中國」國際會議
（廣州）在廣州
舉行。圖為嘉賓
就中美關係等國
際問題、大灣區
建設發表見解。

香港文匯報
記者敖敏輝 攝

◆李成離開美國赴中國香港前，在紐約與其恩師基
辛格道別致謝。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