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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應約同拜登通電話 指出中美關係要堅持三大原則

以和為貴 以穩為重 以信為本

馬英九考起解說員：
孫中山穿幾號鞋？
花絮

2日，馬英九一行參觀了孫
中山故居。將孫中山先生視
為人生偶像的馬英九，對孫
中山的生平如數家珍。參觀

過程中，他還當場出題考起解說員。
馬英九首先提出了一個關於孫中山身

高的問題，解說員反應迅速，很快作
答。

當馬英九又提出第二個問題：「孫中
山先生的鞋穿幾號？」這個問題的細緻
程度超出了解說員的「功課」範圍。馬
英九隨後微笑着揭露答案：「8 號（42
碼）。」

旁人不禁讚嘆，不愧是孫中山先生的
「頭號粉絲」，連這些細節問題都能做
到了然於胸、脫口而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盧靜怡、黃寶儀、李紫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4月2日晚，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美國總統拜登通電
話。兩國元首就中美關係以及雙方共同關心的
問題坦誠深入交換了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近日美國貿易代
表辦公室發布《2024年外國貿易壁壘評估報告》將中
國列為首要關注國家，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2日回應
稱，中方注意到有關情況。
中方認為，各國貿易政策是否構成壁壘，應以是否
違反世貿組織規則作為判斷標準。美方報告未提供任
何證據，證明中方相關政策和做法違反世貿組織規
則，卻武斷指責中國存在所謂「非市場」政策和做法

以及在農產品、數據政策等方面存在壁壘，中方對此
堅決反對。
這位發言人表示，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作為最大

的發展中成員，始終堅定支持多邊貿易體制，持續擴大
高水平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法律體
系，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獲得國
際社會的高度肯定。
反觀美方，堅持「美國優先」的政策取向，無視多邊

貿易規則，任意對他國加徵單邊關稅，制定歧視性產業
政策，以「國家安全」為由濫用出口管制、投資限制等
措施，限制外國在美投資企業參與政府採購，人為設置
大量貿易壁壘，妨礙公平競爭。包括中方在內的世貿組
織成員對此高度關切。
這位發言人說，美方應停止對他國的不實指責，切
實遵守世貿組織規則，共同維護公平、公正的國際貿
易秩序。

中國商務部：美方人為設置大量貿易壁壘
回應美發布《2024年外國貿易壁壘評估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黃寶儀、方俊明 廣東
報道）4月2日，馬英九一行拜謁了位於廣東中山的孫中
山故居紀念館。下午，馬英九率台灣青年一行來到珠海港
珠澳大橋參訪。一行人登上港珠澳大橋東人工島，漫步於
戶外廊道之上，遠眺大橋西人工島，將這座「世紀工程」
的整體造型盡收眼底。
參觀過程中，馬英九對大橋的建造和使用特別感興趣，

頻頻提問，仔細詢問了車輛到達口岸後如何完成左右側交
通轉換、大橋建造人手情況、鋼材數量、使用年限、抗颱
風等級等。得到回答後，他讚嘆不已，連說「了不起！」
「非常精彩！」

臨別獲贈港珠澳大橋模型
登上港珠澳大橋東人工島，可以看到波光粼粼，海天一

色，令人心曠神怡。
馬英九在參觀點詢問不遠處的島嶼是哪裏，當地介紹人
員回答說是大嶼山。港珠澳大橋東起香港口岸人工島，向
西連接珠海和澳門人工島，止於珠海，橋隧全長55千
米。
在得悉車輛抵達香港口岸後，只需根據行車指示牌的指
引，按照標誌行駛調整行車方式，便可輕鬆完成左右側交

通轉換，馬英九滿意地點點頭，表示讚賞。
在參觀過程中，馬英九不斷向隨行工程師詢問大橋的
建造細節。當得知大橋建設時最多曾有上萬名工人同時
施工，他不禁停下腳步，露出驚訝的神情。隨後，他又
詢問了大橋所使用的鋼材量和使用年限等問題。得知大
橋採用了逾50萬噸的鋼材，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鋼結
構橋樑，且使用年限至少可達120年時，馬英九讚嘆不
已。
在結束參觀時，港珠澳大橋方還向馬英九贈送一個精

緻的港珠澳大橋模型。
作為聯通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交通樞紐之一，港珠澳

大橋在設計、施工等方面創下多項「世界之最」，是
「一國兩制」下粵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
交通工程。2018年10月正式通車時，其壯觀美景與高科
技含量，曾在網上引發熱議，當時就有不少台灣同胞頻
頻讚嘆，還有島內網友留言，「台灣海峽大橋還有多
遠？」

大橋車流連續兩天刷新紀錄
大橋邊檢站2日公布，繼3月31日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

創下單日出入境車流1.84萬輛次紀錄後，4月1日口岸又

迎來客流、車流新高，單日出入境車流首次突破1.9萬輛
次，再次刷新歷史最高紀錄。而珠海邊檢總站2日發布第
一季度數據顯示，珠港澳各口岸出入境人員、車輛和船舶
分別約 4,855 萬人次、248 萬輛/艘次，同比分別大漲
46%、63%。

馬英九參觀港珠澳大橋 讚世紀工程「了不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近期百餘位跨國公
司負責人密集訪華，眾多商界領袖表示，對中國經
濟的強大韌性和發展前景充滿信心，將持續投資中
國。「我們相信，外國企業投資中國、深耕中國，
也必將贏在中國。」

三大指數同步回升
有記者提問，近日，國際媒體廣泛關注中國最新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雙雙
上揚，認為有關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已找到新的增長
引擎。外交部對此有何評論？
「正如你剛才提到的，3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

指數（PMI）、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和綜合PMI產
出指數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汪文斌說，三大指數同步回升，且均位於擴張區
間，反映出中國經濟運行延續回升向好態勢，內生動
力持續增強，社會預期不斷改善，高質量發展扎實推
進。除了PMI數據外，近期中國進出口、發電量、客
運及貨運量、春節期間消費等多項指標也都釋放出經
濟回升向好的積極信號，讓外界對2024年中國經濟的
表現更加期待。

中國大市場成為世界大機遇
汪文斌表示，今年中國經濟的良好開局，成為當前
世界經濟的一道亮麗風景。近期百餘位跨國公司負責

人密集訪華。無論是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還是博
鰲亞洲論壇年會，都高朋滿座。眾多與會的商界領袖
表示，對中國經濟的強大韌性和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中國市場對跨國公司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將持續
投資中國。
他指出，中國的發展是開放的發展。近期中方多
個部門接連發布一系列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
舉措，涵蓋跨境服務貿易、數據跨境流動、金融開
放等多個領域。從廣交會到進博會，從服貿會到數
貿會，從消博會到鏈博會，中國開放的大門越開越
大，中國大市場日益成為世界大機遇。「我們相
信，外國企業投資中國、深耕中國，也必將贏在中
國。」

百餘跨國公司負責人密集訪華 外企必將贏在中國

習近平指出，去年11月，我和總統先生在舊金山
會晤，開啟了面向未來的「舊金山願景」。這

幾個月，雙方團隊認真落實我們達成的共識，中美關
係出現企穩態勢，受到兩國各界和國際社會歡迎。另
一方面，兩國關係中的消極因素也有所增加，需要引
起雙方重視。

中美不應走回頭路
習近平強調，戰略認知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必須扣
好的「第一粒紐扣」。中美這樣兩個大國，不能不來
往、不打交道，更不能衝突對抗，應該相互尊重、和
平共處、合作共贏，繼續沿着穩定、健康、可持續的
道路向前走，而不應該走回頭路。
習近平指出，今年的中美關係要堅持幾條大的原

則。一是以和為貴，堅守不衝突不對抗的底線，不斷
提升對中美關係的正面預期。二是以穩為重，不折
騰、不挑事、不越界，保持中美關係總體穩定。三是
以信為本，用行動兌現各自承諾，將「舊金山願景」
轉為「實景」。雙方要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加強對話，
以慎重的態度管控分歧，以互惠的精神推進合作，以
負責的擔當加強國際協調。

冀美把不支持「台獨」表態落實
習近平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
的紅線。對於「台獨」勢力分裂活動和外部縱容支
持，我們不會聽之任之。希望美方把總統先生不支持
「台獨」的積極表態落實到行動上。美國針對中國的
經貿科技打壓措施層出不窮，制裁中國企業的單子越
拉越長。這不是「去風險」，而是製造風險。如果美
方願意開展互利合作，共享中國發展的紅利，中方的
大門始終是敞開的；如果美方執意打壓中國的高科技
發展，剝奪中國的正當發展權利，我們也不會坐視不
管。
習近平闡述了中方在涉港、人權、南海等問題上的

立場。

拜登重申不支持「台獨」
拜登表示，美中關係是世界上影響最深遠的雙邊關
係。舊金山會晤以來美中關係取得的進展表明，雙方可
以積極推進合作，同時負責地管理分歧。我重申，美方
不尋求進行「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
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獨」，無意同
中國發生衝突。美方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中國發展有利
於世界，美國不尋求遏制中國發展，不尋求同中國「脫
鈎」。願安排耶倫財長、布林肯國務卿近期訪華，同中
方加強對話溝通，避免誤判，推進合作，推動兩國關係
穩定發展，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兩國元首還就烏克蘭危機、朝鮮半島局勢等交換了
意見。

中方歡迎耶倫布林肯近期訪華
兩國元首認為，這次通話是坦誠、建設性的。雙方
同意繼續保持溝通，責成雙方工作團隊落實好「舊金
山願景」，推進外交、經濟、金融、商務等領域磋商
機制以及兩軍溝通，在禁毒、人工智能、應對氣候變
化等領域開展對話合作，採取進一步措施擴大兩國人
文交流，就國際和地區問題加強溝通。中方歡迎耶倫
財長、布林肯國務卿近期訪華。

◆習近平應約同拜登通電話，強調如果美方願意開展互利合作，共享中國發展的紅利，中方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圖為3月2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集體
會見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代表。 資料圖片

◆4月2日，馬英九一行在港珠澳大橋東人工島參觀。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