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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新能源嚴重短缺才是世界面臨的問題
西方國家炒作中國「產能過剩」毫無道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近期一些西方國家頻頻指責中國「產能過剩」，這種炒作毫無道理，中方堅

決反對。

國台辦：我們有決心有能力粉碎一切「台獨」分裂圖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針對台

「漢光」演習首次納入所謂應對「大陸滾裝船威
脅」，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24日在例行發布會上
回應指出，民進黨當局勾連外部勢力不斷謀
「獨」挑釁、煽動兩岸對立對抗，是導致台海形
勢緊張動盪的根源。我們有決心、有能力粉碎一
切「台獨」分裂圖謀。

民進黨執意推行「台獨」課綱
近日，台灣多個民間教育機構召開聯合記者
會，譴責民進黨當局教改政策及「台獨」課綱造
成島內教育領域諸多問題，尤其是歷史、語文課
時和內容減少，不斷扭曲語文的真義，導致台灣
學生身份認同錯亂、基礎寫作能力降低等問題，
要求民進黨當局檢討。
朱鳳蓮回應指出，民進黨當局出於鼓吹「台
獨」「去中國化」目的，罔顧島內各界強烈反

對，執意推行所謂教改政策和「台獨」課綱，刻
意歪曲中國歷史，妄圖割斷兩岸文化連結。
朱鳳蓮強調，這不僅造成台灣青年一代歷史記

憶混淆和國家認同扭曲，也讓台灣同胞在精神
上、文化上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更進一步
破壞兩岸關係，加劇兩岸敵意對立，禍害無窮。
民進黨當局倒行逆施、數典忘祖的惡劣行徑，必
將遭到兩岸同胞的強烈反對和堅決抵制。
「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中華文化是中華民

族的精神命脈，是兩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園。接
受中華文化教育、了解民族歷史是台灣同胞身為
中華兒女的權利，理應得到保障。」朱鳳蓮說，
希望台灣同胞都能做中華文化的守護者、傳承
者、弘揚者，增強中華民族的歸屬感、認同感、
榮譽感。也希望台灣同胞來大陸尋找自己文化和
血緣的根，補上在台灣沒有上的課。

民進黨數典忘祖背棄民族
前不久馬英九先生訪問北京之際，「中華民
族」成為關鍵詞，台陸委會卻稱，「炎黃子孫只
是中國古代傳說」「中華民族論述是一個陷
阱」。
當日，朱鳳蓮亦對此作出回應。「兩岸同胞有

共同的血脈、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歷史，同屬中
華民族、炎黃子孫，都是中國人。鐵一般的事實
不容否認、不容褻瀆。」朱鳳蓮表示，民進黨當
局及其政客出於謀「獨」本性和政治私利，數典
忘祖、背棄民族，不肖子孫令人不齒，如不改弦
更張，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朱鳳蓮稱，兩岸同胞應攜起手來，堅定守護中

華民族共同家園，堅定共創中華民族綿長福祉，
堅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定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日前，
隨同馬英九先生來大陸參訪的台灣青年受到文化
震撼，甚至在「滿分 100 分」的情況下「打出
1000分」。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24日表示，我
們一貫倡導和積極推動兩岸青年交流，樂見更多
台灣青年來大陸交流有所感有所得。

面向台青舉辦多項交流活動
朱鳳蓮透露，未來幾個月，各地將面向台灣青

年舉辦多項交流活動，如海峽兩岸青年發展論
壇、海峽兩岸青年東湖論壇、台灣青年嶺南行、
兩岸青年峰會、海峽兩岸青年文化月、海峽青年
節等。

「我們誠摯邀請台灣青年尤其是從來沒有到過
大陸的台灣青年來大陸走走看看，親身感受大陸
的發展進步和中華文化，增進兩岸青年朋友相互
了解。我們也將持續為兩岸青年成長、成才、成
功創造更多條件，提供更多支持。」她希望，兩
岸青年互學互鑒、同心同行，跑好歷史的接力
棒，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實現民族復興貢
獻青春力量。
對於馬英九在大陸參訪期間向多所高校師生發

出赴台交流邀請，朱鳳蓮回應指出，我們積極支
持鼓勵兩岸青年加強往來，在交流互動中增進了
解、互學互鑒。當前阻礙兩岸師生交流的最大障
礙是民進黨當局的管控和限制。只有民進黨當局

順應廣大台灣同胞的願望，撤除政治藩籬，取消
對兩岸交流特別是大陸同胞入島交流的禁限，兩
岸各項交流才能恢復常態。

讓更多兩岸青年相識相知
此外，朱鳳蓮當日還應詢表示，兩岸關係根基

在民間，動力在人民，希望在青年。我們將繼續
同包括洪秀柱在內的台灣各界有識之士一起努
力，積極開展兩岸青年交流活動，為兩岸青年互
學互鑒創造良好條件，為台灣青年在大陸學習、
就業、創業、生活提供更多支持，讓更多兩岸青
年相識相知、同心同行，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
斷注入青春活力。

樂見更多台青來大陸交流「有所感有所得」

有記者提問，近日，七國集團外長會發
表聯合聲明，稱中國非市場政策和做

法導致「產能過剩」。美方表示，美國國務
卿布林肯訪華期間將就「產能過剩」向中方
表達關切。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新能源先進產能不是過剩產能
「就拿新能源產業來說，中國新能源產業

產能是推動綠色發展亟需的先進產能，而不
是過剩產能。」汪文斌回應稱，根據國際能
源署測算，要實現碳中和目標，全球新能源
汽車銷售量到 2030 年需要達到約 4,500 萬
輛，是2022年的4.5倍，光伏裝機需求量也
需要大幅增長。當今世界面臨的關鍵問題不
是新能源「產能過剩」，而是嚴重短缺。中
國的綠色技術、綠色產品，特別是新能源產
業的發展，因應了各國緩解能源危機、應對
氣候變化的需要，將為全球綠色低碳轉型作
出重要貢獻。

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不是補貼結果
汪文斌表示，第二，中國新能源產業快速
發展符合經濟規律和市場原則，而不是補貼
的結果。中國新能源產品之所以具有較強競
爭力，主要是因為相關產業布局較早，通過
長期研發投入形成了領先技術優勢，同時依

託國內強大的產業配套能力、超大規模市
場、豐富的人力資源等，形成了綜合性競爭
優勢。正如李強總理指出的，中國的新能源
產業優勢是靠真本事獲得的，是通過充分的
市場競爭塑造的，而不是靠政府補貼形成
的。

扣「產能過剩」帽子是保護主義表現
「第三，給中國新能源產業扣上『產能過
剩』的帽子，是保護主義的表現。」汪文斌
說，彭博社分析顯示，在電動汽車領域，中
國絕大多數排名靠前的汽車出口商產能利用
率處於國際公認的正常水平。中國電動汽車
出口量佔總產量的比例遠低於德國、日本、
韓國等主要汽車生產國，出口的價格也符合
市場規律，根本不存在傾銷問題。所謂中國
「產能過剩」論只是為保護主義提供藉口。
限制中國電動汽車等新能源產品出口，只會
造成「多輸」的局面。世界並不需要中國減
少產出，而是需要更多資金和產品來加快能
源轉型和消除貧困。
汪文斌指出，中國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
願與各方一道，堅持公平競爭，實現互利共贏。
希望有關國家秉持開放心態，切實遵守市場經
濟原則和國際經貿規則，為中國企業提供公平、
透明、開放、非歧視的營商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美
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之際，美國國
會參議院通過涉及援助台灣的法
案。中方24日就此表示，將密切跟
蹤有關法案動向，採取堅決有力措
施，維護自身主權安全和領土完
整。
外媒報道，美參議院當地時間23
日通過一攬子對外援助配套，其中
包括向台灣和其他主要盟友提供20
億美元軍事資金，以及19億美元用
以補充向台灣和區域夥伴提供的國
防物資和服務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4日答

問時就此表示，美台強化軍事勾
連，不會給台灣帶來安全，也挽救
不了「台獨」注定失敗的命運，只
會推高台海緊張局勢和衝突對抗的
風險，終將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
腳。美方應當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將美國
領導人作出的不支持「台獨」的承
諾落到實處，停止武裝台灣，停止
製造新的台海局勢緊張因素，停止
危害台海和平穩定。
北京時間24日下午，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抵達上海，開啟任內的第二
次訪華行程。據中國外交部此前消
息，布林肯本次訪華將持續至 26
日。
據美國國務院網站消息，美國國
務院發言人米勒日前通報布林肯此
次訪華行程時稱，布林肯將在上
海、北京會見中方高官，商討一系
列雙邊、區域和全球議題，包括新
一輪巴以衝突、烏克蘭危機、台海
問題和南海問題等。

外
交
部
：
美
台
軍
事
勾
連
挽
救
不
了
「
台
獨
」
注
定
失
敗
命
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
京報道）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
雨在24日國新辦舉行的發布會透
露，2023年中國全球百強科技集散
群數量達到24個，首次躍居全球第
一。去年全年中國授權發明專利
92.1萬件，同比增15.3%，企業專
利產業化率首超50%，連續五年增
長。香港文匯報記者還從發布會獲
悉，深圳正聯動香港、澳門共同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國際仲裁
中心。
申長雨表示，2023年全國授權發

明 專 利 92.1 萬 件 ， 同 比 增 長
15.3%。核准註冊商標438.3萬件，
認定地理標誌產品13件，核准以地
理標誌註冊集體商標、證明商標
201件。登記集成電路布圖設計1.1
萬件。作品、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登
記量分別達 642.8 萬件和 249.5 萬
件 ， 同 比 分 別 增 長 42.3% 和
36.0%。授予農業植物新品種權

8,385 件、林草植物新品種權 915
件。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
《2023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
我國擁有的全球百強科技集群數量
達到24個，首次躍居全球第一。

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首超50%
申長雨指出，2023年我國企業發
明專利產業化率首次超過50%，連
續五年保持增長。專利商標質押融
資登記總額達 8,539.9 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增長75.4%。著
作權質押擔保金額達98.6億元，同
比增長80.8%。知識產權使用費年
進出口總額達3,765.2億元。通過專
利開放許可試點，達成許可1.7萬
項。國家級知識產權保護中心和快
速維權中心總數達112家。全年查
辦專利商標違法案件4.4萬件，辦
理專利侵權糾紛行政案件 6.8 萬
件，查辦版權侵權盜版案件4,745
件。查扣進出口侵權嫌疑貨物6.2

萬批次，核准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備
案1.9萬件。審結各類知識產權案
件49萬件。受理審查起訴侵犯知識
產權犯罪3.1萬人，辦理知識產權
民事行政訴訟監督案件 2,500 餘
件。偵辦侵犯知識產權和製售偽劣
商品犯罪案件四萬宗。知識產權保
護社會滿意度提升至82.04分，再
創新高。

灣區打造知識產權糾紛爭議解決高地
國家知識產權局副局長胡文輝在發
布會介紹，首批10家保護示範區建
設取得積極進展，2023年首批保護示
範區建設城市知識產權保護社會滿意
度總體得分為83.25分。廣州與香港、
澳門海關開展跨境案件查辦協作，開
創了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行政保護
證據互認機制。深圳正聯動香港、澳
門共同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國
際仲裁中心，打造知識產權糾紛爭議
解決高地。

全球百強科技集散群 中國數量首居第一

◆2024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於4月22日至26日舉辦，吸引來自約60個國家和地區的近4,000家參展商。圖為4
月23日人們在德國漢諾威工博會上參觀一款光伏設備。該設備可根據太陽位置調整面板角度。 新華社

◆4月23日拍攝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光伏（光熱）產業園的光熱電站。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