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澎湃新聞
報道，針對美方近期不斷聲稱中方違反
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共識，外交部發言
人林劍3日強調，施壓和脅迫不是同中方
打交道的正確方式。中方敦促美方尊重
事實，停止散布虛假信息，糾正有關錯
誤做法，以實際行動維護雙方達成的共
識。

施壓脅迫非打交道正確方式
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美方

近期不斷聲稱中方違反中美日內瓦經貿
會談共識，採取了一系列消極行動。中
方對此有何回應？
林劍說，商務部發言人此前已就此表
明中方嚴正立場。日內瓦共識是中美雙
方在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的原則下達成
的。中方本着負責任的態度，認真落實
日內瓦共識。美方在毫無事實根據的情
況下，對中方抹黑指責，出台對華芯片
出口管制、暫停對華芯片設計軟件銷
售、宣布撤銷中國留學生簽證等極端打

壓措施，嚴重破壞日內瓦共識，也損害
了中方正當權益，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已提出嚴正交涉。
「我要再次強調，施壓和脅迫不是同中

方打交道的正確方式。我們敦促美方尊重
事實，停止散布虛假信息，糾正有關錯誤
做法，以實際行動維護雙方達成的共
識。」他說。
此外，有記者提問，白宮稱，中美領導人
本周將舉行會談。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林劍表示，我沒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回應美稱中方違反日內瓦會談共識

中方促美停止散布虛假信息 糾正錯誤做法

歡迎反饋。中國新聞部電郵：wwpcnnews@tkww.com.hk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強6月3日在人
民大會堂會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河野洋平率領的訪華
團。
李強表示，去年11月，習近平主席同石破茂首相在利馬舉行

會晤，一致同意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致力於構建契合新
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為雙方共同努力指明了大
方向。中日是搬不走的鄰居，既然搬不走，就要做好鄰居、好夥
伴。中方願同日方各界一道積極行動，把「互為合作夥伴、互不
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落到實處，取得更多務實合作成果，築牢
兩國政治互信和民間友好基礎。希望日方同中方一道，建設性管
控分歧，牢牢把握兩國關係的正確方向，推動雙邊關係健康穩定

發展。

中日深化合作有許多特有優勢
李強指出，當前國際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給各國經濟

發展帶來很大挑戰。中日深化合作有許多特有優勢，特別是產業
互補性強，在科技創新領域各有所長。雙方要用好這些優勢，加
強產業對接融合，擴大貿易投資規模，拓展數字經濟、綠色經
濟、生物醫藥等新興領域和第三方市場合作，通過實現更高水平
的互利共贏，為各自發展增添更多動力，為世界經濟增長作出更
大貢獻。中國將堅定擴大高水平開放，歡迎包括日本企業在內的
更多外資企業來華發展。希望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繼續為推動

兩國深化經貿合作、增進友好互信發揮積極作用，也歡迎日本各
界同中國加強文化、旅遊、體育、青年、生態環保等領域交流。

河野洋平：共護多邊主義和自貿體系
河野洋平表示，中國是日本最重要的經貿合作夥伴，中國經濟

有強勁的內生動力和韌性。在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形勢下，
日中兩國應該加強溝通協調，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
系。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長期致力於日中友好，願繼續同中方
擴大交流，增進相互理解，為加深兩國民眾感情、改善相互認
知、促進互利合作作出積極貢獻。
吳政隆參加會見。

會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訪華團
李強：中日要拓展新興領域和第三方市場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6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
在京會見美國新任駐華大使龐德偉。
王毅歡迎龐德偉履新，希望他做中美之

間可信的溝通者、分歧的調解者、合作的
促進者，為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可持續
發展發揮積極作用。王毅說，當前中美關
係處在重要關鍵節點。回顧中美建交近半

個世紀的風雨歷程，最重要的啟示是，平
等尊重是雙方交往前提，對話合作是唯一
正確選擇。

美系列消極舉措損中方權益
王毅強調，日內瓦經貿會談後，中方認

真嚴格落實雙方共識。但令人遺憾的是，
美方近日以莫須有理由，接連出台一系列

消極舉措，損害中方正當權益，中方對此
堅決反對。美方應相向而行，切實落實兩
國元首今年1月通話達成的重要共識，為
中美關係重返正軌創造必要條件。
龐德偉表示，特朗普總統十分尊重習近平

主席，兩國元首保持積極、建設性交往十分
重要。作為駐華大使，願本着相互尊重、相
互聆聽的精神，同中方保持密切溝通。

造船訂單排至 年
中國穩居全球龍頭

高端化綠色化轉型優勢足 產供鏈完整抗風險能力高

會見美國新任駐華大使龐德偉
王毅：對話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確選擇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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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

財經及記者郭瀚林報道，在當前複雜的

全球貿易形勢下，中國造船產業依舊表現出強

勁的市場韌性與競爭力，走出了產業加速度，今

年1月至4月，中國造船產業新接訂單量佔世界市

場份額繼續保持全球第一。眼下，很多造船企業

的訂單飽滿，生產任務也排至了幾年之後。專家

指，特朗普此前表態要「重振美國造船業」的背

景下，但其造船業人才流失嚴重，原材料、零

部件供應、技術轉移等問題也不是短期內可

以解決的，因此難以撼動中國的

主導地位。

●位於福建省連
江縣的馬尾造船股份
有限公司為一家全球知
名航運公司建造的集裝
箱船在等待出塢。

資料圖片

頭頭44月中國造船業數據一覽月中國造船業數據一覽
▶▶造船完工量造船完工量11,,532532萬萬載重噸載重噸，，佔世界市場份額佔世界市場份額 49.9%
▶▶新接訂單量新接訂單量33,,069069萬萬載重噸載重噸，，佔世界市場份額佔世界市場份額 67.6%
▶▶手持訂單量手持訂單量2222,,978978萬萬載重噸載重噸，，佔世界市場份額佔世界市場份額 64.3%

來源來源：：中國船舶工業行業協會中國船舶工業行業協會

●●早前早前，，位於福建省連江縣的馬尾造船股份有位於福建省連江縣的馬尾造船股份有
限公司生產作業現場限公司生產作業現場，，一派繁忙景象一派繁忙景象。。圖為馬圖為馬

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造中的船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造中的船
舶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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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財聯社及央視新聞報道，外交
部發言人林劍 6月 3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希望歐
方恪守市場開放承諾和世貿組織規則，為中國企業提
供公平透明、非歧視的營商環境，推動中歐經貿關係
健康穩定發展。中方將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
權益。
林劍是在回應法新社記者提問時做上述表示的。據報
道，歐盟擬根據《國際採購工具》對中資企業採取限制
性措施，中國企業未來5年可能將被限制參與價值超過
500萬歐元的歐盟醫療器械公共招標項目。
林劍表示，有關具體問題建議向中方的主管部門詢
問。我想指出的是，中方始終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
堅持維護市場經濟原則和貿易規則，主張通過對話磋
商解決貿易爭端。歐盟一貫標榜是全球最開放的市
場，但事實上一步步走向保護主義，動輒付諸單邊經
貿工具，以公開競爭之名行不公平競爭之實，是典型
的雙重標準。

希望歐方糾正錯誤做法
當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就歐盟擬限制中企參與醫療器
械公共採購答記者問。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回應：中方注意到有關情況。歐方有
關決定和歧視性的措施不僅損害中方企業利益，而且利用
單邊工具破壞公平競爭，構築新的貿易壁壘，對這一保護
主義做法，中方堅決反對。
當前，全球經濟秩序正遭受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嚴
重衝擊。作為負責任的主要經濟體，中歐應恪守世貿組
織規則，堅持公平、透明和非歧視性原則，以相互開放
應對挑戰，以合作對話妥處分歧，共同維護中歐經貿關
係健康發展。希望歐方糾正錯誤做法，中方將密切關注
歐方後續行動，並將採取措施，堅定維護中國企業的合
法權益。

下午三點，在
遼寧大連一

家造船企業的碼頭上，一艘16,000標箱的集裝箱船完成交付，這
也是這家企業今年交付的第三艘船舶。
大連中遠海運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羅文清表示：「按
照載重噸來測算，我們的船舶交付量同比增加了58%。今年我們
總共計劃交付12艘船，我們整體的作業量相對前幾年每年都有
10%至15%的提升。」羅文清介紹，目前，他們企業的兩個船塢
都處於高效運轉狀態。今年1月至4月，他們新接了9艘18,500
標箱的集裝箱船，共約166.7萬載重噸，同比增加了195%。「一
號船塢正在連續建造大型16,000標箱集裝箱船，2號船塢正在建
造我們承接的6艘雙燃料LNG（液化天然氣）大型原油輪，我們
目前手持的訂單，兩個船塢均排到了2029年的上半年。」

主要造船指標保持全球第一
中國船舶工業行業協會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1月至4
月，中國造船完工量、新接訂單量和手持訂單量分別達到1,532
萬載重噸、3,069萬載重噸和22,978萬載重噸，分別佔世界市場
份額的49.9%、67.6%和64.3%，主要造船指標仍保持全球第一。
業內人士指出，當前全球船廠產能持續處於緊平衡狀態，存量船
隊周期性更新需求釋放，造船業景氣周期仍將持續。
恒力造船（大連）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孝海表示，「我們船廠手
持訂單有170條船左右，以歐洲訂單為主，訂單已經排到了2029
年，我們新建的兩個船塢下個月末要投入使用。」

船隊老齡化疊環保加快更換
廣發證券發展研究中心分析師汪家豪指出，全球船隊老齡化加
深，疊加近期歐盟包括全球IMO（國際海事組織）對環保要求等
因素的影響，加快了船舶的更換節奏。美國301調查的短期影響相
對較大，從長期來看，不會對中國造船業的競爭力產生影響，也
不會阻礙全球造船產業長期發展的趨勢。

政府出台系列補貼保障發展
新華社新華指數研究院原執行院長周文龍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中國造船業的韌性和競爭力，源於完整的供應鏈體系和強大
的集群效應，中國船企抓住了近年來全球航運業綠色轉型的機

遇，成功實現了產品的高端化升級。
周文龍指出，中國造船業已經形成從原材料供應、零部件製

造、船舶設計到總裝建造的完整產業鏈供應鏈，關鍵零部件領
域的國產化率也不斷提高，減少了進口依賴，這不僅提高
了生產效率，還降低了運輸和管理成本。同時，長
三角、環渤海等地區形成了規模化、集群化的
產業優勢，上下游企業之間建立了長期穩定
的合作關係，讓產業具有更強的適應性和抗
風險能力。「此外，作為戰略產業，造船
業也離不開政策的強力支持，2019年，中
國船舶工業集團與中國船舶重工集團聯合重
組成立了中國船舶集團，進一步提升了在
全球市場的規模效應和競爭力。政府還出
台了一系列包括財政補貼、稅收優惠、
金融支持等政策，為船舶製造業的發展
提供保障。」

美難以撼動中國主導地位
「近年來，國際海事組織對碳排

放等氣體排放進行強制要求，加快
催生了大量船型綠色化和大型化的
迭代需求，這給中國船舶產業升級發
展提供了歷史機遇。中國船舶工業攻
堅克難，在產品結構高端化、綠色化
升級等方面實現了破局。」周文龍表
示，中國企業不斷加大在船舶設計、動
力系統、綠色能源等領域的研發投入，
成功掌握了一批關鍵技術，2024年新接
綠色動力船舶訂單已佔到國際市場份額的
78.5%，覆蓋LNG雙燃料、氨燃料預留等主
流船型。例如，被譽為「造船工業皇冠上的明
珠」的LNG運輸船曾長期被韓國壟斷，而去年
中國持有的訂單佔比已達48%，與韓國僅一步之
遙。
他談到，特朗普此前表態要「重振美國造船業」的背

景下，美國正尋求通過與韓國、日本進行造船技術合作，試
圖縮小美國與中國在船舶製造業的差距。但美國長期以來將經
濟重心集中於互聯網和金融領域，造船業人才流失嚴重，原材
料、零部件供應、技術轉移等問題也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因
此難以撼動中國的主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