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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出口稀土提煉加工利用技術
兩部門修訂《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刪多增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中國商務部及科學技術部日前修訂

《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以下簡稱《目錄》），將技術條目壓

縮至134項。屬於軍民兩用的技術納入出口管制管理，其中將禁止出口戰略

金屬「稀土」萃取分離工藝等多項技術。此舉引發多家外媒擔憂，料將加大

美西方國家戰略原材料供應的難度，也將影響電動車馬達、醫療設備等的生

產。中國外交部22日回應稱，中國始終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我們將

在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基礎上，為促進國際經貿合作創造積極條

件。商務部網站21日消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和《中華人

民共和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現公布《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

錄》，自公布之日起實施，商務部、科學技術部公告 2020 年第 38 號

（《〈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調整內容》）同時廢止。屬於軍民

兩用技術的，納入出口管制管理。

國家航天局：中美航天無法開展合作根源在美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有媒體報道稱，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近期聲
稱「中國沒打算在探月方面與美國展開合
作」。國家航天局新聞發言人許洪亮昨日就
此表示，中國政府始終堅持為了和平目的探
索和利用外層空間，在平等互利、和平利
用、包容發展的基礎上，開展國際空間交流
與合作，積極在外空領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中方一直是中美航天交流的支持
者，而美國國內對限制與中國航天開展合作
的「沃爾夫條款」極其推崇。美方政府屢屢
以冷戰思維處理對華航天合作，中美航天無
法開展合作的根源其實在美國。

美屢屢以冷戰思維處理對華航天合作
許洪亮強調，中方重視航天領域國際合
作，對於與美開展航天領域交流也一直秉承
開放包容的態度，歡迎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
科研界人士按照中方已公布的月球樣品申請

辦法，以合適的方式及渠道向我們申請。
「但讓我困惑的是，美國一方面口口聲聲說
合作、申請，一方面又有些人對限制與中國
航天開展合作的『沃爾夫條款』極其推崇，
在不同場合表示應該將『沃爾夫條款』永久
化，我不理解美方是不是在玩文字遊戲、踢
皮球。」許洪亮說。
據介紹，2006年中美兩國航天機構曾建
立了地球科學和空間科學等航天合作工作組
機制，就共同感興趣的領域進行了多次溝
通。2011年美方「沃爾夫條款」的出台使
得中美兩國航天機構交流幾乎完全中斷。
2015年美方又提出由美國務院牽頭建立中
美民用航天對話機制，中方也積極回應，迄
今舉辦了三次對話會議，原計劃由美方主辦
的第四次會議美方卻遲遲未召開。中方多次
推動未果。許洪亮說，美方政府屢屢以冷戰
思維處理對華航天合作，中美航天無法開展
合作的根源其實在美國。

籲美國搬開「沃爾夫條款」絆腳石
「中方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文件、規定、條

款限制中國與美國合作。」許洪亮表示，國
際上有很多同行呼籲美國搬開「沃爾夫條
款」這個絆腳石，希望「沃爾夫條款」不再
是炒冷飯的工具。中方也呼籲美國有識之士
考慮如何踢開這個攔路虎。太空探索永無止
境。為了科學研究，為了增進全人類共同福
祉，期待與世界各國開展更加廣泛與深入的
國際交流合作。
據了解，中國國家航天局目前已代表中國

政府與50多個國家、航天機構和國際組織
簽署了170多項合作協定或諒解備忘錄。這
其中既有與俄、法等航天大國的合作，也有
與巴西、巴基斯坦等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既
有在嫦娥四號、天問一號等月球與深空探測
領域重大項目合作，也有中巴地球資源衛
星、中法海洋衛星等對地觀測領域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台
辦發言人朱鳳蓮22日表示，因多次從台灣
地區輸大陸石斑魚中檢出孔雀石綠、結晶紫
禁用藥物及土黴素超標，基於保障食品安全
和大陸消費者健康安全的考慮，海關總署自
2022年6月13日起暫停了台灣地區石斑魚
輸入。

大陸恢復台灣石斑魚輸入
一段時間以來，島內石斑魚業者通過多種
渠道表示，願意採取有效措施，改善產品品
質，確保輸往大陸石斑魚安全。中國國民黨
政策會副執行長、中華華夏農經協會理事長

蘇清泉以及台灣兩岸農漁業交流發展投資協
會理事長黃一成積極指導島內業者進行整
改，帶領島內業者來大陸參訪，表達了關於
石斑魚輸入大陸的強烈願望，提供了部分島
內業者的整改情況。在綜合評估相關整改措
施的基礎上，海關總署決定自12月22日起
恢復台灣地區石斑魚輸入，輸大陸石斑魚須
來自審核合格並予以註冊登記的養殖企業。
據了解，一些台灣石斑魚養殖企業獲得首批
註冊登記，這些企業即日起可向大陸輸出石
斑魚。
朱鳳蓮指出，只要堅持「九二共識」、反

對「台獨」，兩岸就是一家人，一家人的事

情就好商量、好解決。我們願意與島內有關
方面共同努力，繼續為恢復台灣農漁產品輸
入大陸提供幫助。

國台辦：願為恢復台灣農漁產品輸陸提供幫助

◆台灣石斑魚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2日
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表示，中
美兩國禁毒部門正逐步恢復常
態化溝通，雙方正就成立禁毒
合作工作組保持密切溝通。
有記者提問，中美元首舊金
山會晤期間，雙方宣布成立禁
毒合作工作組，開展禁毒合
作。中方迄今採取了哪些具體
措施？
汪文斌回應稱，開展禁毒合
作是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達成
的重要共識之一。為落實這一
重要共識，美方撤銷了對中方
相關執法機構的制裁。中方近
期持續推進芬太尼類物質及其
前體化學品的專項治理行動，
嚴厲打擊走私、製販、濫用芬
太尼類物質及其前體化學品違

法犯罪活動，着手全面清查重
點企業、人員和設備，持續清
理整治涉芬太尼網絡銷售信
息，嚴密防範向境外走私販運
相關化學物質，切實保障民眾
身心健康。
汪文斌指出，兩國禁毒部門
也正逐步恢復常態化溝通，
中方向美方通報了涉美禁毒
執法行動進展，對美方提出
的案件線索核查請求進行了
反饋並採取行動。雙方正就
成立禁毒合作工作組保持密
切溝通。
汪文斌強調，恢復中美禁毒
合作的進展來之不易，雙方應
倍加珍惜。希望美方拿出誠
意，同中方相向而行，繼續在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礎上開
展禁毒務實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
燁 北京報道）國務院關稅稅
則委員會 22日發布對美加徵
關稅商品第十三次排除延期
清單的公告，自2024年 1月1
日至 2024 年 7月 31 日，對附
件所列商品，繼續不加徵我
為反制美 301 措施所加徵的
關稅。
財政部網站消息，根據《國
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對美
加徵關稅商品第十一次排除延
期清單的公告》（稅委會公告
2023年第6號），對美加徵關

稅商品第十一次排除延期清單
將於2023年12月31日到期。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按程序
決定，對相關商品延長排除期
限。現將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自2024年 1月 1日至2024年 7
月 31日，對附件所列商品，
繼續不加徵我為反制美301措
施所加徵的關稅。
附件中共有93個稅則號，包
括飛機自動駕駛系統的零件、
基因測序儀、潤滑油、潤滑
脂、北美硬闊葉木原木等多個
商品。

中美正就成立禁毒合作工作組密切溝通

「中方對美加徵關稅商品排除延期清單」續不加徵

在禁止出口部分，「稀土的提煉、加
工、利用技術」列入其中，具體涉

及稀土萃取分離工藝技術；稀土金屬及合
金材料的生產技術；釤鈷、釹鐵硼、鈰磁
體製備技術和稀土硼酸氧鈣製備技術。
22日，商務部服貿司負責人就此答記

者問表示，《目錄》於2008年、2020年
兩次調整，此次修訂是適應技術發展形
勢變化、根據技術貿易管理工作需要，
依法對《目錄》進行的例行調整。中國
始終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主動
為技術等創新要素跨境有序流動提供便
利，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我們將持
續推動開放合作，持續優化營商環境，
同世界各國共享中國技術發展成果，為
世界經濟增長、增進人類福祉作出積極
貢獻。

技術條目由164項壓縮至134項
該負責人指出，本次《目錄》修訂，
技術條目由164項壓縮至134項，共刪除
34項技術條目，新增4項，修改37項。
主要包括：一是刪除綠色植物生產調節
劑製造技術等六項禁止出口的技術條
目，以及醫用診斷器械及設備製造技
術、目標特徵提取及識別技術等28項限
制出口的技術條目。二是新增一項禁止
類技術條目，即用於人的細胞克隆和基
因編輯技術。新增農作物雜交優勢利用
技術、散料裝卸輸送技術、激光雷達系

統等三項限制出口的技術條目，經營主
體可依法按照許可程序進行出口申請。
三是對37項技術條目的控制要點和技術
參數進行調整，涉及中藥材資源及生產
等六項禁止出口的技術條目，以及經濟
作物栽培繁育技術、有色金屬冶金技
術、大型高速風洞設計建設技術等31項
限制出口的技術條目。

外交部：中國堅持以開放促改革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亦在22日對此作出
回應。他指出，中方主管部門已經就此作
出回應。本次《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
術目錄》修訂是中國適應技術發展形勢變
化、完善技術貿易管理的具體舉措和例行
調整。修訂之後，目錄由 164項壓縮到
134項。「中國始終堅持以開放促改革、
促發展，我們將在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發
展利益的基礎上，為促進國際經貿合作創
造積極條件。」
目錄調整後，多家外媒對此進行報道。
據觀察者網引用彭博社報道稱，此舉可能
將加大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加強戰略原材
料供應的難度，讓西方在這場「供應競
爭」中受到阻礙，稀土作為不可再生的稀
缺性戰略資源，是17種金屬元素的統稱，
素有「工業味精」的美譽，因在能源、軍
事高新技術領域的廣泛應用而備受關注、
在過去30年裏，中國在稀土開採和提煉方
面始終具有主導力。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白明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中國禁止出口限制

出口技術目錄》並不是一成不變，每次修訂

都為適應新形勢和新變化。本次修訂表明中

國的出口限制更加科學合理，更適應中國發展需求，也

更適應全球貿易形式，是為國家安全以及世界穩定作出

貢獻的一次調整，非但不會影響中國對外開放的決心，

反而更能為維護健康、健全的供應鏈、產業鏈服務，為

全球經濟一體化作出貢獻。

不適合出口技術項必須限制
觀察此次修訂，刪多增少，其中增加的部分集中在用

於人的細胞克隆和基因編輯技術、新增農作物雜交優勢

利用技術、散料裝卸輸送技術、激光雷達系統等領域。

白明認為，上述技術領域都屬於較容易出安全問題的領

域。「在一些不適合出口的技術項上，必須加以限制，

這既是對本國安全負責，也是對本國企業的利益負責。

事實上，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對敏感產品技術的出口進行

了限制。」

稀土既有戰略應用也有民用
白明特別提到，此次修訂中提到了「稀土」相關技

術，比如「稀土的提煉、加工、利用技術，稀土金屬及

合金材料的生產技術」等。「這些條目並非針對稀土本

身，而是針對相關技術。」他說，「好似 『授人以漁』

和 『授人以魚』的區別，我們可以在保證國家安全的前

提下供應稀土，但是對於加工提煉等技術卻不能掉以輕

心，涉及到安全的核心技術，還需牢牢握在自己手

中。」他還提到，稀土的應用非常廣泛，既有戰略應

用，也有民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並非針對稀土本身 而是針對相關技術
專家專家
解讀解讀

◆中國商務部及科學技術部日前修訂《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將技術條目壓縮至134項，但將禁止出口戰略金
屬「稀土」萃取分離工藝等多項技術。圖為今年2月一名工人在內蒙古包頭稀土深加工企業工作車間作業。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