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1月14日 星期二A02 要闻

编辑：彭传刚 组版：侯波

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将谈哪些事，外交部回应：

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的
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等问题深入沟通

11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毛
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
美元首会晤等相关问题提问。

毛宁表示，关于习近平主席应
邀赴美国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中方
已经发布了消息。两国元首将就事
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
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和平与发
展的重大问题深入沟通。

毛宁表示，中方始终按照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
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看待和

处理中美关系。大国竞争不符合
当今时代潮流，解决不了美国自
身的问题和世界面临的挑战。中
方不惧怕竞争，但是我们反对以
竞争定义中美关系。谈到关切，
美方应当切实尊重中方的合理
关切和正当发展权利，而不是只
强调自身关切，损害中方利益。
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模式塑
造别国，从一开始就是一厢情
愿，是典型的霸权主义，不可能
得逞。中国不寻求改变美国，美

国也不应当寻求塑造或改变中
国。希望美方将不寻求“新冷
战”、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等承
诺落到实处，共同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毛宁指出，台海的现状是两
岸同属一个中国。真正改变现状
的是台湾民进党和支持纵容其
谋求“台独”的外部势力。台湾问
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
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
干涉。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

上都有明确承诺，巴厘岛会晤
时，美方明确表态美国政府不支
持“台湾独立”。美方应该切实恪
守坚持一个中国，以实际行动反
对“台独”。

毛宁指出，中方已经多次清
晰表明了南海问题的实质以及
中方的原则立场。不是中国的领
土，多一寸我们都不要，中国的
领土，我们一寸也不会放弃。中
方致力于同有关国家通过谈判
磋商解决有关争议，同时我们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
决心坚定不移。美方应该停止制
造借口、介入中国同有关国家的
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更不得借
有关问题遏制围堵中国。

毛宁强调，当前世界高度关
注巴以冲突。中方始终站在公平
正义一边，同有关各方保持密切
沟通，致力于局势降温、保护平
民。希望美国秉持客观公正立
场，为推动尽快停火止战发挥建
设性作用。 据央视

推动中美
正确相处、合作共赢

“中美元首会晤”成为国际社
会高度关注的焦点。“重返巴厘
岛”“通往旧金山”，两国元首时隔
一年后的再次会晤，国际社会始
终高度关注。海外人士期待，中美
两国在元首外交引领下持续推进
互利合作，造福两国和世界。

美国密歇根中国创新中心
前顾问汤姆·沃特金斯说：“美中
都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两
国同处地球村，构建建设性关系
至关重要。”

在沃特金斯看来，美中两国
能够且需要合作的领域很多，包
括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
政治解决热点问题、推动全球经
济发展等。“希望两国能在元首
引领下制定共同愿景和议程，就
分歧话题举行坦诚对话，为全世
界筑牢和平与繁荣的基石。”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
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好坏
将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
尼·林斯说，中美能否确立正确
相处之道，关乎世界和平发展和
人类前途命运。期待此次元首会
晤能够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

今年以来，中美政府高层互
动增加，两国民间交往日趋紧密。
在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美方首设国家级展馆并派出
规模空前的参展团。韩国中国经
济金融研究所所长全炳瑞认为，
中美合作不仅造福两国，也惠及
世界。“期待以此次元首会晤为契
机，中美两国能共同探索保障亚
太地区和平繁荣的有效途径。”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
尼奥分校政治学教授乔恩·泰勒
认为，对话、合作是美中两国关
系发展的正确方向。“美中两国
之间存在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
拒绝对话交流。希望两国能在相
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更多对话，
希望此次元首会晤能为促进美
中在经贸、民间交流、科教旅游
等领域的合作定下基调。”

“我很赞同以相互尊重、和
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来处理
美中关系，”美国知名经济学家

杰弗里·萨克斯说，“期待美中两
国共同努力，推动化解地缘政治
危机、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
展、应对气候变化，为维护世界
和平、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
展作出贡献。”

促进亚太
共同发展、共创未来

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三分
之一，经济在全球占比逾六成、
贸易占比近半，已成长为全球经
济最具活力的地带。几十年来，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亚太，也用自
身发展回馈亚太、造福亚太。根
据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报告，亚
太地区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中国，中国对该地区的经济
增长贡献率超过60%。

新加坡时政评论员翁德生
将中国定义为“拉动亚太及全球
增长的关键因素”。“全面脱贫、
积极推广绿色技术、促进可持续
发展……中国用实实在在的发
展成果为面临重重困难的世界
经济注入动力，并向世界证明

‘脱钩’、遏制打压均不可行，合
作共赢才是明智选择。”翁德生
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此次会议上
提出的中国方案，“将为地区带
来更多发展机遇”。

多次访华的马来西亚新亚
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许庆琦

表示，看到中国推动现代化进程
焕发出的勃勃生机，自己深受震
撼。“我相信，中国可以助力世界
特别是亚太地区创造更美好未
来”，期待中方在此次会议上为
促进亚太繁荣和全球发展贡献
更多中国智慧。

前不久，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取
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十年来，亚太
地区共建“一带一路”捷报频传，
共同繁荣的图景愈加清晰：印尼
雅万高铁、泰中罗勇工业园、文莱
摩拉港、马中关丹产业园……随
着一条条公路铁路建成通车、一
个个产业园提质增效、一个个港
口升级改造，不断增强的聚集效
应为区域发展按下快进键。

“共建‘一带一路’有效提升
共建国家互联互通水平，贸易与
物流的顺畅往来有效促进区域
国家更紧密贸易合作，为各国带
来丰厚的经济回报。”泰国副总
理兼商务部长普坦·威乍耶猜
说，在世界面临多样化挑战的背
景下，中国一直秉承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理念，与世界各国携手
共进，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共建‘一带一路’、亲诚惠容
周边外交理念等中国倡议主张，
为亚太地区开辟了一条广阔发展
道路。”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
社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说，
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和成果为地区

国家发展提供借鉴，期待习近平
主席在此次会议上就促进经贸合
作和互联互通、维护地区和平稳
定提出更多重要主张。

亚太之大，容得下各方共同
发展。中国多年来高举构建亚太
命运共同体旗帜，引领亚太合作
方向。在新西兰商学院院长黄伟
雄看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
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亚太发
展凝聚团结力量，彰显中国倡导
开放包容的不懈努力。“构建亚
太命运共同体为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打开了机遇与合作的大
门，也将推动亚太成为世界和平
与稳定之锚，期待中国为地区互
利共赢描绘更广阔前景。”

美国俄勒冈州中国理事会
主席蓝进刚刚赴华参加了第六
届进博会。他认为，习近平主席
多次就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作
出重要论述，表明中国对建设和
平稳定、共同富裕、清洁美丽、守
望相助的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坚
定承诺和决心。“期待中国为亚
太各国在经济、文化、绿色发展
等领域的合作带来新机遇。”

为世界注入
更多稳定性、正能量

多国人士表示，多年来，中
国持续为世界的和平、发展、繁
荣贡献力量，期待习近平主席此

访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
完善全球治理方面开拓新思路、
提供新智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
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
亚洲研究所研究员罗扎利娅·瓦
尔法洛夫斯卡娅认为，作为世界
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推动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解决全球性
问题方面始终展现出负责任大
国的担当。

瓦尔法洛夫斯卡娅以习近
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
旨演讲为例说：“习近平主席指
出，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
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
共同繁荣的现代化，这一论述令
人印象颇深。”她说，众多国家和
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等事实证明，基于公
平、互利原则的合作发展政策得
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期待聆听
习近平主席关于实现世界现代
化的深刻阐述。

“通过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
系改革和完善，中国以实际行动
为全球和平稳定与世界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蓝进期待中方在此次会议上提
出新的建设性倡议，深化环保合
作、科技交流和文明对话，他相
信中国将团结各方应对共同挑
战，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从密切大国互动到深化互利
合作，从阐释中国之治到回答世
界之问……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等重要多边场合，
中国为应对时代挑战提出了一系
列具有战略眼光的理念和方案，
广受国际社会认同。在印度尼西
亚独立智库“协同政策”创始人丁
娜·普拉普托·拉哈尔查看来，中
国一直致力于促进包容性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
界传递和平信息，“中国主张和中
国担当对各国和平共处、共同发
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关
系中心研究员伊格纳西奥·马丁
内斯认为，习近平主席此访广受
关注，“在反对保护主义、应对气
候变化、促进新技术发展等议题
上，相信中国将继续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

“重返巴厘岛”“通往旧金山”，时隔一年后两国元首再次会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领航亚太发展繁荣新程
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国家

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4日至17日
赴美国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
晤，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全球目光聚焦旧金山。国际
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
能够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稳
定发展轨道，认为中美两个大国
保持对话是有益而且必要的，双
方加强合作将为推动世界经济
复苏、政治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
问题及应对全球性挑战带来新
动能。国际社会同时期待聆听习
近平主席关于深化亚太合作、完
善全球治理等问题的重要主张，
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有力推
动亚太实现更大发展繁荣。

当地时间11月12日，各国记者在美国加州旧金山2023APEC会议国际媒体中心

工作。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近日开幕，该媒体中心同步开放。 图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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