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性競爭無妨 對抗奉陪到底
出席2021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 再談中美關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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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獨角獸榜 字節跳動超螞蟻稱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及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20

日在北京出席2021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開幕式並發表演講。王毅

表示，2022年是尼克松總統訪華50周年，中美雙方應當重拾融冰初心，落

實兩國元首共識，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原則，恪守中美

三個聯合公報精神，推動美國對華政策回歸理性，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

軌，共同探尋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大國在這個星球

上和平共處之道，造福兩國和世界人民。

王毅表示，縱觀2021年世界形勢，全球疫
情跌宕蔓延，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世界

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各國都在探索應對之道，人類需要作出正確抉
擇。

堅持互利共贏 反對零和博弈
王毅說，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我們看到了

兩種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種是重拾冷戰思維，
挑動分裂對立，製造集團對抗。而另一種則是
從人類共同福祉出發，致力團結合作，倡導開
放共贏，踐行平等尊重。兩種取向、兩大趨勢
的博弈和較量，必將深刻影響人類和地球的未
來。
王毅強調，中國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站在國際公平正義一
邊，站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邊。我們從黨的百
年奮鬥歷程中汲取經驗智慧，在大潮流大格局
大歷史中把握前進方向。堅持合作、不搞對
抗；堅持開放、不搞封閉；堅持互利共贏、反
對零和博弈；堅持平等相待、反對強權霸凌，
同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一道，推動人類
發展的車輪向着光明的前途邁進。

美應改干涉中國內政老毛病
王毅表示，今年年初以來，習近平主席應約

同拜登總統兩次通話，近期又舉行首次視頻會
晤。習近平主席全面闡述中方對中美關係的原
則立場，明確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
共贏的戰略框架，為兩國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
把舵引航。雙方外交代表在安克雷奇、天津、
蘇黎世、羅馬等多個場合深入溝通，中方點出
影響中美關係的癥結和要害所在，亮明「三條
底線」、打出「兩份清單」。強調中國不承認
這個世界上還有高人一等的國家，美國應當改
掉動輒干涉中國內政的老毛病。要求美方不得
挑戰中國的道路和制度，不得阻撓中國的發展
進程，不得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經過
不懈努力，被非法拘押一千多天的孟晚舟女士
平安回國，有力伸張了公道正義。美方亦表

示，願與中國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加強溝
通，管控分歧，美國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
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無意同中國
發生衝突。

美方嚴重衝擊世界和平穩定
王毅指出，一年來的折衝和交鋒再次說明，

中美關係之所以遭遇嚴重困難與多重挑戰，根
本原因在於美方對中國和中美關係作出了戰略
誤判。美方一些人內心不願承認別的國家也有
發展的權利，不願接受中國不斷壯大進步的事
實，不願認同中美可以實現互利共贏的道理，
試圖拉幫結夥對中國進行圍堵打壓。美方的錯
誤言行不僅嚴重損害兩國人民利益，也嚴重衝
擊世界和平穩定。
王毅表示，對此，中方的態度一貫而且明

確：要對話可以，但應當平等；要合作歡迎，
但應當互惠；要競爭無妨，但應當良性；要對
抗不懼，將奉陪到底。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這是中美半個多世紀交往得出的最主要經驗教
訓，今後的歷史必將繼續證明這一真理。希望
美方切實把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落到實處，
踐行承諾，取信於人，同中方一道探索兩個大
國的和平共處之道。

王毅談2022年中國外交六任務
一是全力配合辦好北京冬奧會。

二是主動應對後疫情時期多重挑戰。

三是推動全球發展倡議落地生根。

四是拓展深化全球夥伴關係。

五是致力推動中美關係穩健前行。

六是堅定捍衛國家核心利益。

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趙立堅2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立陶宛背信棄義，站在公理和正義的對立
面，絕不會有好下場。
有記者問：據報道，17日，立陶宛農業部

官員稱，立中貿易爭端可能使立損失巨大。
立陶宛的遭遇警示其他歐盟國家，如堅
持捍衛自身利益和價值觀、不照中
國政府規矩辦事，就會招致此
類後果。如明年疫情趨緩，
立陶宛農業部長可能率企業
團組訪台。中方對此有何
評論？
趙立堅說，立陶宛在國

際上公然製造「一中一台」，徹底背離立方
在中立兩國建交公報中所作政治承諾，完全
違背了一個中國原則這一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必然遭到唾棄和反
對。「如果要說規矩，首先國家主權和領土
完整不容侵犯是公理和正義。立陶宛背信棄

義，站在公理和正義的對立面，
絕不會有好下場。立陶宛某
些人、某些勢力執意同
『台獨』分裂勢力沆瀣
一氣，一條道走到
黑，終將會被掃進歷
史的垃圾堆。」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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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立背信棄義絕不會有好下場

中俄關係
「中俄力量」成為國際公平正義的中流砥柱

一年來，中俄元首4次會晤通話，保持密切
戰略溝通。中俄攜手抗疫為兩國人民傳統友
誼打上時代「高光」，各領域互利合作為各
自創新發展提供有力支撐，雙方圍繞國際和
地區熱點的戰略協調給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
注入更多穩定性，「中俄力量」成為國際公
平正義的中流砥柱。在兩國元首引領下，中
俄關係經受各種考驗，煥發勃勃生機，樹立
了大國戰略互信的典範、鄰國互利合作的典
範、新型國際關係的典範。

中歐關係
維護多邊主義等領域存廣泛共識

中歐在維護多邊主義、加強全球治理等領域存
在廣泛共識，在應對氣候變化、共同抗擊疫情
等方面取得積極成果。儘管中歐歷史文化、社
會制度、發展階段不同，但共同利益遠大於分
歧。我們發展中歐關係的誠意始終不渝，維護
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立場堅定不移。
希望歐方也能繼續堅持戰略自主，排除干擾因
素，與中方一道，共同推動中歐合作行穩致
遠。

台灣問題
台灣是終將回家的遊子

台海局勢出現新一輪緊張，癥結在於台灣當
局企圖「倚美謀獨」，美國以及個別國家有
意「以台制華」，一個中國原則的內涵面臨
被虛化甚至掏空的危險。正是這些倒行逆施
改變了台海現狀，損害了台海和平穩定，違
背了國際社會共識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對
此，我們發出嚴正警示，進行有力反制，震
懾了「台獨」分裂勢力的氣焰。10天前，我
們恢復與尼加拉瓜的外交關係，建交國總數
增至181個，一個中國的共識在國際上更加鞏
固。台灣是終將回家的遊子，而不應是被人
利用的棋子，中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

王毅談中國外交熱點問題

來源：新華社 ●●趙立堅趙立堅

立法保護黑土地 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四大灣區獨角獸企業對比
1、舊金山灣區 151家

2、紐約灣區 85家

3、粵港澳大灣區 51家

4、東京灣區 少於6家

記者敖敏輝 整理

●●元宇宙領域料誕生大量獨角獸企元宇宙領域料誕生大量獨角獸企
業業。。 記者敖敏輝記者敖敏輝 攝攝

●●字節跳動估值年增字節跳動估值年增11..77萬億元人萬億元人
民幣民幣。。 記者敖敏輝記者敖敏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為保護珍稀黑
土地自然資源、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中國將立法
保護黑土地這一「耕地中的大熊貓」。

建立用養結合獎補機制
黑土地保護法草案20日初次提請十三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審議。草案不分章，
共三十七條，包括立法目的、適用範圍、保護要
求和原則、政府責任和協調機制、制定規劃、資
源調查和監測、科技支撐、數量保護措施、質量
提升措施、農業生產經營者的責任、資金保障、
獎補措施、考核與監督、法律責任等。
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憲

魁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作說明時介紹，東

北黑土區是中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糧食產
量約佔全國的四分之一，糧食商品率高，是保
障糧食市場供應的重要來源，是保障國家糧食
安全的壓艙石。多年來人為高強度開發利用，
黑土層「變薄、變硬、變瘦」，嚴重影響生態
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制定黑土地保護法，
將黑土地保護上升為國家意志，有利於規範黑
土地保護、治理、修復、利用，保護黑土地高
產優質農產品產出功能，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提供堅強法治保障。
草案明確規定農業生產經營者應當積極採用黑

土地養護措施，國家應當建立用養結合、保護效
果導向的獎補機制，鼓勵支持採取黑土地保護和
治理修復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獨角
獸企業數量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區域創新實力的
重要指標，中國近年來表現突出。胡潤百富聯
合廣州市商務局、廣州黃埔區最新發布的
《2021全球獨角獸榜》顯示，過去一年全球獨

角獸企業首次突破千家，達到1,058家，美國以
487家（新增254家）排名第一，中國以301家
（新增74家）排名第二，兩國佔全球總數的
74%。字節跳動過去一年估值大幅增加1.7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達到約2.3萬億元，取代
螞蟻集團成為全球獨角獸榜首。

20大企業中國佔8席
全球前10大獨角獸企業被歐美和中國包攬，

中國企業包攬冠亞，字節跳動以2.25萬億元估
值位列榜首。
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官胡潤表示，字

節跳動過去一年估值增加1.7萬億元，達到約
2.3萬億元，隨着旗下TikTok全球下載量達到
30億次，它已成為Facebook的重要競爭對手。
螞蟻集團去年經上市失敗等事件後估值縮水，
以1萬億元估值降至全球第二。
全球20大獨角獸企業中，8家來自中國，其

他6家分別是菜鳥網絡（2,200億元）、京東科
技（2,000億元）、微眾銀行（2,000億元）、

Shein（1,300億元）、小紅書（1,300億元）和
大疆（1,000億元）。至於美國最大獨角獸是馬
斯克（Elon Musk）的SpaceX，過去一年估值
增加4,000億元至6,400億元。
從區域和城市看，舊金山成為全球獨角獸最

集中的城市，比去年增加83家達到151家，增
幅驚人。北京以91家位列全球第二，但比上一
年減少兩家。

穗深港俱增合計49家
中國獨角獸企業總部前10大城市中，80%來

自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上海過去一年新增
24家獨角獸，總量達到71家。在大灣區內，廣
州、深圳及香港三大核心城市獨角獸企業達到
42家，佔整個灣區96%。
近年香港在培育創科企業方面取得積極成

效。胡潤指香港的資本市場比較成熟，這對很
多初創及成長中科技企業有很大吸引力，加上
香港金融服務發達，這個行業出現越來越多的
獨角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奧密克戎）疫情來勢洶洶，香港20
日再添5宗Omicron輸入個案，當中3人來自
英國，令香港累計有19宗Omicron確診個案。
香港特區政府20日宣布三招全方位收緊「外

防輸入」政策，包括由21日凌晨起將英國納入
「加強監測A組地區」，屆時英國入境者抵港
首4天必須入住竹篙灣檢疫中心；本周五起所
有地區來港人士登機前須進行的核酸檢測，採
樣有效期由72小時收緊至48小時；航班「熔
斷機制」即日起收緊。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世界上首
顆可持續發展目標監測衛星——可持續發
展科學衛星1號（SDGSAT-1）首批11幅
影像20日在北京正式發布，包括中國長三
角、山東半島、西藏納木錯、新疆阿克
蘇、北京、上海及法國巴黎等多個地區和
城市的微光、多譜段與熱紅外成像儀影
像。
由中國科學院「地球大數據科學工程」

先導專項研製的可持續發展科學衛星1號，
是全球首顆專門服務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
發展議程的科學衛星，於1個半月前在太原
衛星發射中心成功發射，以實現對人類活
動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過程的精細監察。

奧毒來勢洶洶
港加辣防輸入

可持續發展衛星發布首批影像

●●可持續發展科學衛星可持續發展科學衛星11號首發影像號首發影像。。圖為圖為
山東膠州灣影像圖山東膠州灣影像圖。。 中科院供圖中科院供圖

三招收緊「外防輸入」
航班「熔斷機制」

●除原有熔斷條件外，如一條航線7天內有累積
4名或以上乘客抵港時確診，該航線須停飛香
港，為期14天

●生效日期：20日

核酸檢測有效期

●抵港者登機前進行的核酸檢測，採樣時限由
72小時縮短至48小時

●生效日期：本周五（24日）

風險評級修訂

●英國升級為「加強監測A組地區」
●竹篙灣檢疫期，由7天改為4天，餘下17天在
指定檢疫酒店進行

●生效日期：21日

●秘魯升級為「A組指明地區」
●非香港居民不准入境，香港居民必須已完成疫
苗接種，抵港後在指定檢疫酒店接受21天檢疫

●生效日期：本周四（ 23日）

資料來源：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