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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巴西總統盧拉4月14日在
北京舉行會談，雙方在會談中認同，氣候變化是我們所處時代面臨的最大挑戰之
一，應對這一危機有助於構建公平和共享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雙方在15日發
布的《中國－巴西應對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承諾進一步加強多邊主義，以期
建立一個集體性、反對單邊主義和綠色貿易壁壘，並堅定立足於國際社會團結合
作價值觀的氣候團結典範。同時，聲明敦促發達國家兌現其尚未履行的氣候資金
義務，以使發展中國家實現向低碳和氣候韌性經濟公正轉型。

中巴氣候《聯合聲明》促發達國家兌現義務
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向低碳和氣候韌性經濟公正轉型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4月16日出版的
第8期《求是》雜誌將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文章《加
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
文章強調，我國14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
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其
艱巨性和複雜性前所未有，必須把發展的主導
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國是一個超大規模
經濟體，而超大規模經濟體可以也必須內部可
循環。事實充分證明，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是立足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統籌發展和
安全作出的戰略決策，是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

的戰略部署。我們只有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才能夯實我國經濟發展的根基、增強發展的安
全性穩定性，才能在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
的狂風暴雨、驚濤駭浪中增強我國的生存力、
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確保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進程不被遲滯甚至中斷，勝利實現全面建
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

提升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
文章指出，兩年多來，構建新發展格局扎實

推進，取得了一些成效，思想共識不斷凝聚、
工作基礎不斷夯實、政策制度不斷完善，但還

存在一些突出問題。總體看，全面建成新發展
格局還任重道遠。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從
兩個維度來研究和布局：一是更有針對性地加
快補上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短板弱項，確保國民
經濟循環暢通；二是提升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
和可靠性，提高國際競爭力，增強對國際循環
的吸引力、推動力。
文章指出，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和系統觀念，
着力破除制約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主要矛盾
和問題，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實踐創新、制度
創新，不斷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第一，
更好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增強國內大循環動力和可靠性。要把擴大內需
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
供需兩端同時發力、協調配合，形成需求牽引
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實
現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第二，加快科技自立自
強步伐，解決外國「卡脖子」問題。第三，加
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夯實新發展格局的產
業基礎。第四，全面推進城鄉、區域協調發
展，提高國內大循環的覆蓋面。只有實現了城
鄉、區域協調發展，國內大循環的空間才能更
廣闊、成色才能更足。第五，進一步深化改革
開放，增強國內外大循環的動力和活力。

《求是》發表習近平重要文章 強調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中國和巴西在聲明中承諾拓寬、深化和豐富
氣候領域雙邊合作，以及雙方在《聯合國

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遵循公平、共同但有
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考慮不同國情，
並在可持續發展、不可剝奪的發展權及徹底消
除貧困和飢餓框架下推動強化全球治理的共同
努力。

自2009年確立以來每年從未兌現
聲明強調，發展中國家需要來自發達國家可
預測並充足的支持，包括以必要和相稱的範
圍、規模和速度獲取氣候資金，以及技術和市
場准入，以確保實現可持續發展。考慮到正如
首份關於確定發展中國家落實《聯合國氣候變
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需求報告所指
出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向低碳和氣候韌性經濟
的公正轉型將耗資數萬億美元，我們繼續對發
達國家提供的氣候資金仍然未兌現每年1,000億
美元的承諾表示嚴重關切，這一目標自2009年
確立以來每年從未兌現，即使實際資金需求遠
超上述承諾。
聲明敦促發達國家兌現其尚未履行的氣候資
金義務，作出他們遠高於每年1,000億美元的新
的集體量化目標承諾，並提出清晰的適應資金

翻倍路線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如此水平的實
施手段才是世界為加強《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
公約》及其《巴黎協定》實施所需要的氣候雄
心。

發展中國家正通過合作實現低碳轉型
事實上，發展中國家也正通過合作，為實現
低碳轉型和《巴黎公約》設定的目標努力。盧
拉總統今次訪華的首個走訪行程——總部位於
上海的新開發銀行，新任行長羅塞夫在接受新
華社專訪時表示，在投資項目上，新開發銀行
更為關注可持續的基礎設施項目，包括可再生
能源、數字基礎設施、智慧城市、水資源衞生
設施等。
新開發銀行的「2017–2021年總體戰略」顯
示，新開發銀行投資的項目約三分之二須為可
持續基礎設施項目；其「2022–2026年總體戰
略」顯示，40%的資金用於支持促進氣候變化
減緩和適應的項目。羅塞夫表示，就通過投資
清潔能源等項目以應對氣候變化及實現可持續
發展目標，通過投資醫療、教育和住房等領域
來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通過投資港口、機
場、高鐵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發展基礎
設施建設，將成為她的三大工作重心。

在 中 國 旅 居 五 年
後，巴西青年李嘉諾
棄文從商，成為一名
協助巴西和中國企業

家溝通合作的「擺渡人」。當地時間13日，
在出席中國駐聖保羅總領館一場媒體招待會
時，李嘉諾坦言自己堅持做「擺渡人」的初
衷在於：「我看到迸發的巴中新機遇。」

2009年，李嘉諾進入北京大學MBA項目
深造。此前，他在一家駐京的巴西律師事務
所工作了兩年。就在2009年，中國成為巴西
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目的地國和第二大

進口來源國。如今，中國已經連續14年成為
巴西最大貿易夥伴。

2013年，李嘉諾決意回巴西，擔任巴西商
業領袖組織中國區首席執行官。這十年間，
李嘉諾穿梭在南北半球，幫助中巴企業在異
邦落地找商機。他說，單次航程長達數十小
時，枯燥疲倦，但都消弭在一組組持續高攀
的貿易數據中。

去年中巴雙邊貿易額1714.9億美元
巴西和中國在1993年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並在2012年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巴西

是首個與中國貿易額超過千億美元的拉美國
家，疫情下也顯示出逆勢增長的強勁動力。
據中國海關統計，2022年中巴雙邊貿易額為
1,714.9億美元，同比增長4.9%，其中中方出
口額619.7億美元，進口額1,095.2億美元。
李嘉諾說，數字背後，正是他親歷的巴中經
貿合作。

在李嘉諾看來，巴西和中國同為重要的新
興市場國家，巴西正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和綠
色經濟，5G網絡建設方興未艾。「巴西正向
低碳經濟轉型，中國可以成為重要的合作夥
伴。」他說，「合作是雙贏的。」◆中新社

巴西青年成中巴企業合作「擺渡人」

◆4月14日，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
同來華進行國事
訪問的巴西總統
盧拉舉行會談。
會談後，兩國元
首共同見證簽署
貿易投資、數字
經濟、科技創
新、信息通信、
減貧、檢疫、航
天等領域多項雙
邊合作文件。

中新社

◆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北京會見德國外
長貝爾伯克。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15日在北京會見德國外長
貝爾伯克。
王毅表示，中國對外政策保持高度穩定性連續
性，將繼續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為推
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堅定奉
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順應全球化的時代發展
潮流；堅定維護聯合國權威和二戰後形成的國際
秩序，反對單邊主義、強權霸凌，推動國際關係
民主化。
中德間有廣泛共識和共同利益，中方願同德方
加強交流溝通，增進相互了解，籌備好新一輪中
德政府磋商，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
推動雙邊關係健康發展，為動盪不定的世界釋放
積極、正面信號。

王毅指出，台灣回歸中國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
要組成部分。島內「台獨」勢力圖謀破壞台海現
狀，危及台海和平。要維護台海穩定，就必須堅決
反對「台獨」分裂活動。中國曾支持德國實現統
一，希望並相信德國也會支持中國和平統一大業。

貝爾伯克：堅持奉行一中政策
貝爾伯克表示，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

國，德國作為歐洲大國，雙方加強對話溝通十分重
要。德中具有許多共同利益，德方願同中方加強互
動交流，增進相互了解，擴大經貿、旅遊、人文等
領域合作，共同維護世界貿易暢通，推動德中關係
不斷發展。德方理解台灣問題對中國的重要性和敏
感性，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雙方還就當前國際和地區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中國造」
全球最大豪華客滾船亮相！記者15日從中國
船舶集團廣船國際獲悉，豪華客滾船「MO-
BY FANTASY」號輪14日在廣州啟航，交付
意大利航運公司後將在地中海沿岸航線運
營。

能搭載2500名乘客和近800輛汽車
該船能搭載2,500名乘客和近800輛汽車，內

裝媲美豪華郵輪，相當於漂浮在海上「五星級
酒店」；特別是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形成一批專
利，徹底打破了國外技術壟斷。
據介紹，「MOBY FANTASY」號長 237
米、型寬33米，共有13層甲板、533間客房，

能搭載2,500名乘客和近800輛汽車。而供遊客
休閒的各類餐廳和休閒娛樂場所面積達到約
6,700平方米，內裝媲美豪華郵輪，相當於一
座漂浮在海上的「五星級酒店」。
廣船國際有關負責人透露，該船上所使用的

電纜首尾相連有近1,000公里長，約相當於從
廣州到重慶的距離。同時，該船內裝方面已實
現從設計、製造、安裝全過程的100%國產
化。而該船超過70,000總噸，是目前建成的全
球最大噸位的豪華客滾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隨着近日中
老鐵路國際旅客列車成功開行，中老鐵路首次
實現單日客貨運量雙破「萬」目標。
當地時間4月15日上午，「鋼鐵絲路好風
光」之「走進中老鐵路」採訪團走進萬象南
站。老中鐵路有限公司運營總監杜志剛介紹，
4月13日，隨着中老鐵路國際旅客列車成功開
行，中老鐵路首次實現單日客貨運量雙破
「萬」目標（發送人數超過1萬人、貨運發送
量超過1萬噸）。
中老鐵路老撾段貨發量屢創新高。據悉，
2023年1月1日至4月13日期間，中老鐵路老
撾段累計開行貨物列車1,130列，同比增長

122%，貨物發送量超過118萬噸。其中由老撾
發往中國的貨物108萬噸，同比增長376%，
黃金大通道的運輸潛能持續釋放，為中老兩國
共同繁榮帶來新機遇，為「一帶一路」共商合
作、共建項目、共享紅利再添生動例證。
中老鐵路貨發量增長明顯，貨物品類也更加

豐富，已從開通初期的100餘種拓展到2,000
餘種。據悉，從中國發運到老撾的貨物主要是
機械設備、家用電器、蔬菜、鮮花等，貨物運
輸覆蓋老撾、泰國、越南、緬甸、馬來西亞、
柬埔寨、新加坡等國；從老撾發運到中國的貨
物主要是金屬礦石、木薯、薏米等，通達中國
25個省區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
「五一」假期火車票15日開搶！記者15日從
中國鐵路12306官網查詢看到，內地熱門城市
的高鐵線路在4月29日（五一假期首日）的車
票旺銷，部分線路「一票難求」，譬如廣州到
重慶、成都、北京、大理、海口、長沙、淄博
等城市的4月29日火車票均已售完。而開往成
都的「熊貓專列」、開往大理的「有風專列」
等特色線路尤其火爆。廣鐵預計「五一」假期
發送旅客達1,600萬人次，同比大增近1.3倍。

今年「五一」假期從4月29日起至5月3
日。廣鐵表示，按照鐵路車票15天的預售期，
4月15日起旅客可以通過鐵路12306網站、鐵
路12306App購買「五一」假期首日（4月29
日）火車票。記者查詢發現，在4月29日，廣
州到重慶、北京、海口、長沙等城市的預售車
票都已經告罄。
廣鐵預計今年「五一」假期發送旅客1,600萬
人次，同比增長129.3%，預計節前高峰為4月
28至29日，節後客流高峰在5月2日至3日。

「五一」火車票開搶 熱門線路一票難求

王毅會見德國外長貝爾伯克：
中德間有廣泛共識和共同利益

中老鐵路單日客貨運量雙破「萬」

◆「中國造」
全球最大豪華
客滾船「MO-
BY FANTA-
SY」號輪廣州
啟航。

受訪者供圖

◆4月13日，在老撾磨丁站，工作人員歡迎乘
坐D887次國際旅客列車的旅客。 新華社全球最大豪華客滾船廣州啟航 ◆ 4月15日，老中鐵路公司的員工在老撾萬象

南站裝運貨物。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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