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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堅決應對美打壓華經貿科技
布林肯訪華 中方聚焦有效管控分歧等五大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報道，中國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負責人4月22日向媒體

表示，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進行的此次訪華，中方主要聚焦五大目標。在談到其中的「有

效管控分歧」目標時，負責人強調，美國針對中國的經貿科技打壓措施變本加厲，在出口管

制、投資審查、單邊制裁方面不斷採取新的措施，嚴重損害中方利益。這不是「去風險」，

而是製造風險。美方拋出的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看似是經濟概念，實質是虛假敘事，

背後包藏的是遏制打壓中國產業發展的禍心，旨在為本國謀求更有利競爭地位和市場優勢，

是赤裸裸的經濟脅迫和霸道霸凌。

該負責人表示，近年來，中國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等產品出口增多，這是國際分

工和市場需求的結果，有利於推動世界綠色發展。美國上屆政府啟動對華301調查並對華加

徵關稅，已被世貿組織裁定違反世貿規則，受到眾多世貿成員的反對。美方出於國內政治需

要發起新的301調查，是一錯再錯。各國的國家安全關切必須正當合理且有邊界。我們堅決

反對美方將經貿科技問題政治化，也正告美方，打壓中國科技就是遏制中國高質量發展，剝

奪中國人民的正當發展權利，中方必將堅決應對。

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邀請，
布林肯將於24日至26日訪華。

該負責人表示，布林肯國務卿此次訪華，是中美
落實兩國元首舊金山會晤共識，保持對話、管控分
歧、推進合作、加強國際事務協調的一部分。雙方
一直就此次訪問保持溝通。4月2日，拜登總統同
習主席通話時表示，希望安排布林肯國務卿訪華。
中方對此表示歡迎。
該負責人指出，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
贏，始終是中方看待和處理中美關係的根本原則。
以和為貴、以穩為重、以信為本，是中方處理今年
中美關係的遵循。對布林肯國務卿此次訪問，中方
主要聚焦五大目標。

中方對話溝通大門始終敞開
第一，樹立正確認知。該負責人表示，雙方外交

團隊將在已經達成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保持溝
通、防止衝突、恪守聯合國憲章、在有共同利益的
領域開展合作、負責任地管控雙邊關係中的競爭因
素七點共識基礎上，繼續進行中美關係指導原則磋
商。
第二，加強對話。該負責人表示，中方對話溝通

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同時美方必須認識到，不能
為溝通而溝通，不能說一套做一套，更不要幻想從
所謂「實力地位」出發同中方打交道。所謂的美盟
體系是冷戰時期的產物，體現的是過時的冷戰思維
和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理念。美方沉迷於裹挾盟友
搞反華小圈子，完全是逆潮流而動，不得人心，也
沒有出路。

美方不能觸碰台灣問題紅線
第三，有效管控分歧。該負責人表示，中美過
去、現在、將來都會存在分歧，但不能讓分歧主導
中美關係，必須對中美關係堅持全過程管理。美方
尤其不能觸碰中方在台灣、民主人權、道路制度、
發展權利等問題上的紅線。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和意志堅定不移，將重點就台

灣、經貿科技、南海等問題闡明嚴正立場、提出明
確要求。
第四，推進互利合作。一段時間來，雙方在禁
毒、執法、科技、人工智能、農業、衞生、氣變等
領域取得了一些進展。兩國直航航班增加，工商界
和地方省州往來密切，青少年交流活躍，文體互動
熱絡，大熊貓保護合作有序推進。該負責人指出，
這些充分說明，中美有着廣泛的共同利益，可以互
利共贏，也充分說明中美關係的希望在人民、基礎
在民間、未來在青年、活力在地方。

芬太尼非中國造成 願幫助美國人民
這位負責人表示，芬太尼不是中國的問題，也不
是中國造成的問題，但我們沒有袖手旁觀，願意向
美國人民提供幫助。舊金山會晤以來，中方言出必
行，中美禁毒合作取得了進展，中方也為此作出了
巨大努力。美方應對等解決中方關切。
第五，共同承擔大國責任。該負責人表示，中美
同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負
有特殊責任。中方在中東、烏克蘭、朝鮮半島等熱
點問題上發揮着建設性、負責任的大國作用，我們
希望美方同樣如此。

美不得以人權為借口干涉中國內政
針對美方聲稱將在此訪中就人權問題表達關切，
該負責人表示，涉疆、涉藏、涉港問題都是中國內
政，與所謂人權無關，美方不得以人權為借口干涉
中國內政，人權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一國人權怎
麼樣，各自人民最有發言權。美方應該首先正視自
身人權問題，沒有資格對他國指手畫腳。
在談到中國社會高度關注的美方盤查滋擾甚至
遣返中國留學生問題時，該負責人表示，中方將
繼續敦促美方停止毒化兩國民意環境，停止阻撓
兩國人民友好交流，糾正錯誤做法，對有關案件
進行徹查，還受害者一個說法。中國政府執政為
民，將繼續採取措施，堅決維護中國公民正當合
法權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4日抵達中國，這

是他不到一年裏第二次訪華。布林肯訪

華前夕，美方頻頻就自身關注議題不斷

放風，試探中方底線與反應。對此，中

方見招拆招，在布林肯到訪前夜，外交部北美大洋

洲司負責人罕見打破以往慣例，主動大方舉行媒體

吹風，逐一回應熱點議題，並提出中方五大目標，

提前為美打上「預防針」。中方透露的信號很明

確，美方來，中方歡迎，但請務必帶上誠意並保證

後續實際行動，千萬不要「白跑」浪費彼此「感

情」。

熟悉國際關係的人都知道，美國等西方國家，每

每有重要活動和事項前，通常善於運用媒體、智

庫、專家和消息人士等不同渠道和方式，提前對外

進行放風和試探。此次布林肯訪華前，美國也不例

外。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正式對外公布了布林肯計劃

與中方討論的主要議題：中東、烏克蘭、台海、南

海、禁毒、兩軍交流、人工智能、民間交流以及

「負責任地管理」競爭與分歧，避免造成誤判或衝

突。美方期望能在其關注的關鍵議題上取得進展。

美言行透露出對華「施壓」意味
美方在布林肯訪華前夕的種種放風和言行，顯示

出濃濃的對華「施壓」味道。比如，有美媒引述知

情人士透露，布林肯訪華期間將向中國官員明確表

達美國及其盟友對中國「幫助俄羅斯」的不滿。據

稱，美國正在考慮對中國金融機構和其他實體實施

制裁。而在剛剛結束的七國集團外長會期間，布林

肯本人也公開施壓中俄間的正常交往，甚至以中國

與歐美國家的關係相要挾。此前，布林肯在菲律賓

訪問時還批評中國在南海的「挑釁行為」，重申美

對菲安全支持。

儘管美國一直聲稱無意打壓和圍堵中國，但在實

際上卻經常是嘴上說一套，行動上是另一套。就在

布林肯訪華前夕，美緊急通過「印太安全補充法

案」，規模為81億美元，內容為幫助美國在「印太

地區」的盟友應對中國，其中包括對台援助內容。

同時，美還通過法案迫使短視頻社交平台 TikTok

脫離中國母公司。而在近日中美兩國防長結束通話

後不到24小時，美軍就將中程導彈系統部署到呂宋

島，距離台灣島僅400公里，而導彈射程卻達1,800

公里，遠遠覆蓋整個台灣島，針對中國意圖明顯。

此外，美方近日還宣布將對華發起新的301調查。

相互尊重方是中美關係正確出路
美方以上的種種所作所為，如何能讓中國相信美方

對華合作的誠意？相反，美方言行對外暗示的就是：

布林肯是要來給中國「上課」和施壓的，如果中國不

能對美方所提出的要求「照單全收」，那麼就有「破

壞穩定」之嫌。但是，正如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負責

人在中方主要聚焦五大目標中所言，美方必須認識

到，不能為溝通而溝通，不能說一套做一套，更不要

幻想從所謂「實力地位」出發同中方打交道。

誠然，中美關係應該穩下來，好起來，沿着穩定、

健康、可持續的道路向前走。但同時，「中國有必須

維護的利益、必須捍衛的原則、必須堅守的底線」。

奉勸美方的一些勢力，不要總想着提前放風施壓，製

造聲勢，以期增加籌碼，提高無理要價。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美方在盤算着如何達成自己目標的同時，

對中方主要聚焦的五大目標也要以誠相待，並將中方

擬重點就台灣、經貿科技、南海等問題向美提出的明

確要求在後續落到實處。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

共贏，方是中美關係的正確出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罕見先打「預防針」：請帶上誠意切莫「白跑」

◆中國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負責人指出，中美關係的希望在人民、基礎在民間、未來在青年、活力在
地方。20日，在石家莊外國語學校，來自美國艾奧瓦州馬斯卡廷高中的32名學生和8名老師，與中國
師生同上一節古詩課。圖為中美學生在準備共同朗誦詩歌《村居》。 新華社

◆「讓血與火鑄
造的友誼代代相
傳——紀念杜立
特行動大救援82
周年」中美民間
文化交流系列活
動在浙江衢州舉
行。圖為17日，
在浙江衢州江山
中學，杜立特突
襲者子女協會代
表共同種下一棵
樹。 中新社

共擔大國責任 中方冀美發揮建設性作用

來源：新華社

盡快實現加沙全面停火：中方將就此
向美方提出明確要求
◆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成員國不應是巴
以談判的結果，而是給予巴勒斯坦平等的
談判條件，是邁向兩國方案的重要一步。

◆在遵守國際法和安理會規則方面，美國沒有例
外和特權，應該放下唯我獨尊的霸權心態。

◆美方應該和其他成員國一道，履行應盡的
國際責任，支持安理會2728號決議，推動
盡快在加沙地區實現全面停火，拯救巴勒
斯坦人民於水火之中。中方將就此向美方
提出明確要求。

烏克蘭危機：這不是中美之間的問題，
美方也不要把它變成中美之間的問題
◆美方需要切實反思自身在烏克蘭危機中應
當承擔的責任，不要做拱火澆油、借機漁
利的事情，不得攻擊抹黑中俄正常的國家

關係，挑動陣營對抗，更不得對華抹黑詆
毀、甩鍋推責。

◆美方還應立即停止對中國企業和個人濫施
單邊制裁。

美方所謂「印太戰略」：敦促美方停止
在中國周邊拼湊反華遏華「小圈子」
◆美方在菲律賓部署中程導彈發射系統，加
劇地區緊張局勢，增加誤解誤判風險。美
英澳拼湊的「三方安全夥伴關係」，執意
在地區進行核潛艇開發，引發嚴重核擴散
風險，加劇軍備競賽。

◆亞太地區不是誰的後花園，不應該成為大
國角鬥場。我們敦促美方切實尊重他國安
全關切和地區國家維護和平穩定的努力，
摒棄冷戰思維，停止製造軍事緊張和陣營
對抗，停止在中國周邊拼湊反華遏華「小
圈子」。

中美過去、現在、將來都會存在分歧，但不
能讓分歧主導中美關係，必須對中美關係堅
持全過程管理。美方尤其不能觸碰中方在台
灣、民主人權、道路制度、發展權利等問題
上的紅線。

台灣問題：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
的紅線
◆中方堅決反對美方近期在台灣問題上的錯
誤言行，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
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把拜登總統不支持
「台獨」的表態落實到行動上，反對「台
灣獨立」，停止武裝台灣，停止干涉中國
內政，支持中國的和平統一。

南海問題：美國不是南海問題當事
方，不應該介入，更不要攪局
◆中方堅決反對美方插手南海問題，挑撥中
國和東盟關係。中國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
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願意繼續通過

對話協商與有關當事方妥善處理涉海問
題，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

◆同時，中國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不容侵
犯，中國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的決心意志堅
定不移。中美已建立海上事務和亞太事務
磋商機制，雙方可以繼續對話。

經貿科技：針對中國的經貿科技打壓
措施不是「去風險」，而是製造風險
◆我們堅決反對美方將經貿科技問題政治
化，也正告美方，打壓中國科技就是遏制
中國高質量發展，剝奪中國人民的正當發
展權利，中方必將堅決應對。

人權問題：美方應該首先正視自身人
權問題，沒有資格對他國指手畫腳
◆涉疆、涉藏、涉港問題都是中國內政，與
所謂人權無關，美方不得以人權為借口干
涉中國內政。人權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
一國人權怎麼樣，各自人民最有發言權。

中國外交部闡明這些紅線 美方不能觸碰

來源：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