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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同意繼續保持溝通
劉鶴與美貿易代表通話雙方認為發展雙邊貿易非常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5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與美貿易代表戴琪通話。這是

時隔9個月之後，中美經貿領域對話的最新進展。雙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態

度，進行了坦誠、務實、建設性的交流。雙方認為發展雙邊貿易非常重要，並就

彼此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同意繼續保持溝通。此間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

中美之間的貿易穩定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解鈴還需繫鈴人」，望拜登政府既

要為特朗普政府「解鈴」，亦不能再繫上「新鈴」。

中國商務部27日發布數據顯示，
前4個月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
資2,228.7億元，同比下降5.2%，
但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額
增長14%。其中，中國對「帶路」
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59.6億
美元，佔同期對外投資總額的
17.4%，較上年提升1.8個百分點。

●新華社
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

年，今年7月1日前後，北京將隆重
舉行慶祝活動，熱情歡迎中外記者
採訪。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
年活動新聞中心設在北京梅地亞中
心，將於6月26日正式運行。

●中新社

記者從陝西省林業局獲悉，秦嶺
大熊貓國家公園周至管理分局今年
4月份意外拍攝到野生棕色大熊貓
的影像資料。這不僅是該分局轄區
首次拍攝到野生棕色大熊貓，同時
也是迄今為止，秦嶺第10次發現野
生棕色大熊貓蹤跡。●記者李陽波

新聞 速遞

這是繼2020年8月25日之後，中美經貿領域
牽頭人的首次通話，這也是拜登政府就職

以來，中美經貿領域的首次高層級溝通。眼下，
中美關係遭遇了兩國建交以來前所未有的嚴重困
難。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即使美方大肆對華抹黑
打壓，導致中美關係加速惡化，但經貿合作依然
是中美之間相對穩定的領域，對中美兩國關係正
常化、保證中美關係不出軌、不越紅線十分重
要。香港文匯報記者也留意到，中國商務部公布
的數據顯示，2021年一季度中美貿易高速增
長，其中中國對美出口同比增長62.7%，自美進
口增長57.9%，能源、農產品、汽車及零件等進
口都快速增長。這背後雖然有去年同期受疫情影
響基數較低的因素，更主要的是中美兩國經濟都
在較快恢復，雙方經濟結構、貿易結構高度互
補，合作潛力巨大。

單邊主義「損人」又「害己」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接

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亦表示，作為當今世界前兩
大經濟體和前兩大貿易國，中美之間有很多的共
同利益。中美經貿關係能夠穩定發展，實際上是
造福兩國人民。「中美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應追求共同的發展。」
他認為，中美兩國的經貿糾紛遲遲未解，最

主要的原因是美國一部分人過度重視自己的利
益，沒有從「互利共贏」的角度出發，更多地強
調單邊主義。「那部分人」只想損人利己，然而
卻忘了「損人」未必能「利己」，可能還會「害
己」。他表示，面對中美經貿糾紛，美國採取的
措施是「抑制中國的發展」，尤其是高科技領
域，更是不惜違反公平貿易原則、濫用美國的上
游供應鏈優勢，以此壓縮中國的發展空間。

專家：美莫再繫「新鈴」
談及如何推進中美貿易關係，白明認為，這

需要雙方的共同努力。對於美方而言，首先要糾
正特朗普時代的錯誤決策，其次是不要再增加新
的問題，第三是要解決已存在的問題。他指出，
美國解決問題時總想通過「施壓」讓對方屈服，
然而這對中國是行不通的。「越對中國施壓，越
會事與願違，」他說，「倒不如通過合作化解分
歧，求得互利共贏。」他續指，關於中美經貿關
係中的障礙，「解鈴還需繫鈴人」，望拜登政府

既要為特朗普政府「解鈴」，亦不能再繫上「新
鈴」。
就在27日下午舉行的中國商務部發布會上，

有記者問，美國農業部數據顯示，5月7日以來
中國正加快自美玉米採購，這是否意味着中方仍
在而且將繼續積極履行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對
此，商務部發言人高峰回應表示，中美第一階段
經貿協議有利於中國，有利於美國，有利於整個
世界。雙方應共同努力，創造氛圍和條件，推動
協議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有
美國高官稱競爭將是美中主導模式，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圓圖)27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應詢表示，用競爭來定義或主導中美

關係是完全錯誤的。
有記者問，據報道，美國白宮負責亞洲事務

的最高官員坎貝爾稱，美國正進入一個與中國
激烈競爭的時期，「被廣泛描述為『接觸』的
時期已經結束，競爭將成為主導模式」。中方
對此有何評論？
趙立堅回答說，中美關係與其他大國關係一

樣，難免存在一些競爭，但用「競爭」來定義
或主導中美關係則是完全錯誤的，只會導致對
抗衝突。即使競爭，也應該是良性的，以相互
提高，共同進步，而不是你輸我贏、你死我活
的惡性競爭。中方堅決反對美方打着「競爭」
的旗號行封閉排華、遏制打壓中國之實。
趙立堅強調，美方應順應時代潮流，摒棄陳

舊過時的冷戰零和思維，客觀理性看待中國，
採取積極的對華政策，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強
對話、管控分歧、聚焦合作，推動中美關係沿
着健康穩定軌道向前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中新社及環球網報道，中
國國防部27日舉行例行記者會，新聞發言人譚
克非指出，搞你輸我贏、零和博弈只會製造更
多的分裂、對立和亂局。譚克非指出，任何一
種戰略都不應策動建立選擇性、排他性軍事同
盟，都不應拉幫結夥搞「小圈子」、製造集團
對立的「新冷戰」。搞你輸我贏、零和博弈，
只會製造更多的分裂、對立和亂局。

促美誠意推動兩軍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任何一種戰略都不應損害地區國家人民的福
祉，把地區國家拖入危險境地。謀求一己私利
和單方絕對安全，只會損人損己、不得人心。
譚克非指出，長期以來，中美兩軍始終保持

着包括國防部直通電話在內的多渠道溝通。關
於增設對華防務熱線問題，中方認為，建立熱
線的目的在於增信釋疑、管控危機、防止衝
突。美方不能一方面聲稱要增設熱線，另一方
面卻不斷加強亞太軍力部署，頻繁開展對華抵
近偵察，甚至刻意製造艦機危險接近事件。
「我們敦促美方言行一致、展現誠意，與中

方相向而行，加強對話溝通，妥善管控分歧，
推動兩軍關係健康穩定發展。」這位發言人
說。
此外，有記者問，據美媒報道，美太空軍司

令部司令近日稱，中俄已研發足以癱瘓或摧毀
美國衛星的武器，中國的外空能力對美構成緊
迫威脅。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譚克非表示，此類言論的一個突出特點，就
是將觀點當作事實、把臆想當作結論。這既不
能自圓其說，更難以取信於人。其真實目的，
無非是先樹立「假想敵」，再自扮「受害
者」，為擴充太空軍備、謀求絕對優勢製造借
口。「中方一貫堅決反對外空武器化和外空軍
備競賽。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們的目標
是和平利用。多年來，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家一
道，致力於推動達成旨在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
國際法律文書，確保外空成為促進人類共同福
祉的新疆域，而不是充斥競爭對抗的新戰場。
大國要有大國的擔當，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
希望美方拿出大國責任擔當，以實際行動維護
外空持久和平與安寧。」

●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一季度中美貿易高速增長，特別是在能源、農產品、汽車
及零件等方面。圖為早前一輛貨車在大連港大連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港口裝載貨櫃。 資料圖片

用「競爭」定義或主導中美關係完全錯誤

國防部：搞零和博弈只會製造更多亂局

●●美國微軟在美國微軟在20192019
年進博會設展廳展年進博會設展廳展
示產品示產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5月6日，中國中車在美國製造組裝的地鐵在芝
加哥載客試運行。 新華社

中美貿易互補中美貿易互補合作潛力巨大合作潛力巨大
經貿摩擦成本高
●2018年至2019年，美國為中美經貿摩擦
付出的經濟成本約佔該國GDP的0.5%，約
1,080億美元。

美民受累損失重
●對華出口支撐美國逾120萬個就業崗位，
中美經貿摩擦一度令美國損失24.5萬個就業
崗位。

相互投資締雙贏
●2019年美企對華投資1,050億美元，從中
獲得大量收益，推動美企提升競爭力。

削減關稅促就業
●若兩國逐步削減關稅，到2025年，美國將
增加14.5萬個就業崗位；反之，或損失73.2
萬個就業崗位。

全球復甦看中美
●未來十年，中國將拉動三分之一的全球經
濟增長。對於美國而言，中國市場准入的重
要性日益增加。

資料來源：2021年《美中經濟關係》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歷史學家、翻譯
家、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28日上午在北京逝
世，享年99歲。同日，著名歷史學家、教育
家，華中師範大學前校長，該校中國近代史研究
所創建人，章開沅先生8時15分在武漢逝世，享
年95歲。

《上學記》受矚目 深探學人心靈
何兆武1921年9月生於北京，1943年畢業於

西南聯大歷史系。1986年至今任清華大學思想文
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
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何兆武歷史研究著作
有《中國思想發展史》等，譯著代表作有羅素的
《西方哲學史》、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等。
2006年，何兆武推出口述史《上學記》，該書

讀者中影響很大，他在書中談到，「讀書不一定
非要有個目的，而且最好是沒有任何目的，讀書
本身就是目的。」文史學者劉超曾評價稱，「這

部『濃縮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心靈史』的隨
筆，一經推出即受到多方矚目，除了讓人了解民
國教育及一代學人的成長歷程外，也讓人們反思
當下教育的種種困境。」

章開沅於中國近代史具開創性貢獻
章開沅，1926年出生於安徽蕪湖，曾擔任華中

師範大學校長，系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
在辛亥革命、南京大屠殺等研究領域都有開創性
的學術貢獻。其深厚學養和人格魅力得到了學術
界高度評價，是中國近代史學的領軍人物。
章開沅論著豐厚，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史》

《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
證》等，其著作《辛亥革命史》是世界上研究辛
亥革命史的第一部綜論性大型專著。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壹傳媒集團創辦人
黎智英、特區立法會前議員李卓人、何俊
仁及梁國雄等10名攬炒派人士，於前年國
慶日在「民陣」申請遊行遭反對後，煽惑
市民由銅鑼灣遊行至中環被控。10人分別
承認煽惑他人參與及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等
罪，法官胡雅文28日於區域法院判刑。
同案各犯判刑如下：陳皓桓、李卓人、

梁國雄、何俊仁4人因兩項控罪共被判囚
18個月，黎智英、楊森、何秀蘭、吳文遠
4人判囚14個月，單仲偕、蔡耀昌判囚14
個月、緩刑24個月。
部份人的刑期可與早前兩宗未經批准集

結的監禁刑期同期執行，其中黎智英和李
卓人，由8月至10月3宗未經批准集結
案，合共判監20個月。梁國雄合共判監
22個月。 何秀蘭的14個月刑期與早前一
宗未經批准集結案的8個月刑期，全數同
期執行，合共判監14個月。

官斥當時社會狀況和平說法不切實際
法官胡雅文在判刑時指，前年6月以

來，騷亂不斷持續和暴力行為升級，雖然
部分被告呼籲市民參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
遊行，但在社會暴力事件無日無之下，認
為遊行可以和平進行是天真和不切實際，
必須判以阻嚇性和懲罰性的刑罰，即時監
禁是唯一選擇。胡官又指，部分被告提出
「公民抗命」並非求情因素，指「公民抗
命」必須展示行動屬和平非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最新出版的英國《自然》雜誌增刊發
布「2021中國自然指數」，展示了中國在
自然科學領域的科研產出情況，其中數據
顯示中國在高質量科研產出方面正與美國
縮小差距。上述指數顯示，中國科學院在

全球科研機構綜合排名中高居榜首，貢獻
份額超過排名第二的美國哈佛大學的兩
倍；中科院在化學、物理科學、地球與環
境科學三個學科領域繼續排名全球第一，
在生命科學領域繼續排名第五。這是中科
院連續九年位列該排行榜全球第一。
媒體報道引述《自然》文章稱，2021年
5月15日，天問一號探測器成功登陸火
星，這是自 2016 年構建全球首個星地量
子通信網，2019 年首次在月球背面着陸的
嫦娥四號之後，中國科學事業的又一次偉
大成就。「這凸顯了中國作為科學超級大
國地位的不斷增長，現在它已能和美國媲
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
28日答記者問時表示，中方對歐日峰會聯合聲明涉華言
論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歐盟與日本27日發表領導人峰會聯合聲明，對東海和南

海局勢表示嚴重關切，強調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並
稱將就包括香港、新疆在內的地區問題進行協調，就各自
對華關係進行交流，共同建設一個更加安全、民主、穩定
的世界。對此，發言人表示，歐日上述言論已經完全超出
正常發展雙邊關係的範疇，損害國際和平與穩定，損害地
區國家相互理解與信任，損害第三方利益，與其所聲稱的
「建設一個更加安全、民主、穩定的世界」的目標明顯背
道而馳。發言人強調，台灣、香港和涉疆問題是中國的內
政，東海、南海涉及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這些問題
關乎中國的根本利益，不容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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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日峰會聲明涉台港疆 中方堅決反對中國高質科研產出縮與美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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