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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表示，中美關係中總會出現
一些雜音，中方對此淡然處之。因為
我們認為，判斷是非的標準不是看誰
胳膊粗、誰嗓門大，而是要看是否遵
循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是否
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是
否順應了時代發展進步的潮流。我們
相信，事實會證明一切，歷史會給出
公正的評價。

專家：中美關係企穩是世界所需
大公報記者馬靜北京報道：中國

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事
務研究所所長王義桅向大公報表示，
中美正在逐步恢復一些溝通機制，中
美關係止跌企穩是兩國所需，也是世
界所需。

王義桅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
可以看出中美正在逐步恢復一些溝通
機制。他說，中美關係止跌企穩，要
回到一定機制化，這是兩國所需，也
是世界所需。首先中國國內需要發展
經濟，已經公布大規模刺激經濟計
劃。儘管中美貿易戰、科技戰，中國
打得有聲有色，但是也付出很大代
價，中國經濟面臨着一定風險和挑

戰。 「中國經濟要搞好，外部環境最
關鍵，在一些領域還要與美國建立一
定合作基礎」 。

王義桅指出，可以看出，中美關
係正在從官方、民間多層面推進，逐
步恢復正常往來。

但是拜登上台以來中美之間100
個交流機制，現在只恢復五個。美國
方面也需要進一步穩定中美關係，
「美國方面面臨着大選，中東問

題、烏克蘭危機都需要中國幫助，
也需要對外展示一些外交成就。特
別是近期即將要舉行的習拜會，美
國需要把這次APEC峰會當成一次外
交秀。相信王毅部長此次訪美，也是
為這次會議的一些具體問題作進一步
溝通。」

此外，台灣問題、美國盟友在中
美之間站隊等種種問題，都需要讓美
國方面進一步穩定與中國關係，中國
也順勢而為，推動中美關係在一定程
度上走向機制化。 「總體而言，中美
關係止跌企穩是相互需要，也是世界
需要。但是中美之間一些結構性的問
題不可能解決，中美關係也只是暫時
緩和，防止更壞。」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
國人民銀行網站27日發布消息稱，為
落實中美兩國元首峇里島會晤重要共
識，根據國務院副總理、中美經貿中
方牽頭人何立峰和美國財政部部長耶
倫7月在北京會談期間達成的共識，
中美金融工作組25日以視頻方式舉行
第一次會議。此次會議由中國人民銀
行和美國財政部副部級官員共同主

持，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中國證
監會以及美聯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
會等相關金融監管部門參會。雙方就
兩國貨幣和金融穩定、金融監管、可
持續金融、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全
球金融治理等議題以及其他雙方重點
關切的問題進行了專業、務實、坦誠
和建設性的溝通。雙方同意繼續保持
溝通。

中美金融工作組第一次會議
雙方就貨幣穩定等議題溝通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10月26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華盛頓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會見
前，雙方簡短會見記者。王毅說，這次應邀訪美是對布林肯國務卿
6月訪華的回訪。中美兩個大國有分歧，有矛盾，同時兩國也有重
要共同利益，有需要共同應對的挑戰。為此，中美需要對話，不僅
應恢復對話，還要深入對話，全面對話，通過對話增進相互了解，
減少誤解誤判，不斷尋求擴大共識，開展互利合作。推動兩國關係
止跌企穩，盡快回到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軌道。

中國外長王
毅在與布林肯會
見前的簡短記者

會上的一番話，堪稱是他此次訪美
諸多密集行程的 「開場白」 。 「對
話」 成為了當中的核心關鍵詞──
中美 「需要對話」 ，要 「恢復對
話」 繼而 「深入對話」 「全面對
話」 ，並且 「通過對話增進相互了
解，減少誤解誤判，不斷尋求擴大
共識，開展互利合作」 。

可以說，短短幾句話，講清楚
了中美對話的必要意義和實操步
驟、廣度與深度、方法與目的。對
話，既包括各種機制化的對話交
流，也包括不同層級、不同領域、
不同頻率的廣泛接觸。二者又是相
輔相成的。2017年，中美構建了
外交安全、全面經濟、執法及網絡
安全、社會和人文等四個高級別對

話機制。但隨着美國執意奉行對華
打壓、圍堵、遏阻策略，機制化對
話陷入停滯。與之相關，其他交流
合作也頻頻遇冷。

王毅此次訪美，為雙方互訪按
下了 「加速鍵」 。中國駐美大使謝
鋒近日已明確表示， 「下階段中美
還有一系列高層交往」 。去年11月
中美兩國元首 「峇里島會晤」 達成
的一系列原則性共識，是一年來中
美關係走向的基本遵循。

這正是高層次、高質量的對話
所不可取代的作用。通過對話，探
索乃至確定博弈邊界，以此來管控
分歧，遏止衝突因素，是中美關
係止跌企穩的抓手。這也是王毅
開宗明義強調 「對話」 的原因所
在。

王毅還特別支持， 「判斷是非
的標準不是看誰胳膊粗、誰嗓門

大」 。幾年來中美密集交鋒，美方
在調集資源方面可謂無所不用其
極。但事實證明， 「秀肌肉」 「打
嘴炮」 解決不了問題。對話而非對
抗，握手而非握拳，相向而行而非
相背而行，才是不二法門。

從更高緯度看，中美修復並加
強對話，其影響絕不僅限於雙方範
疇，對改善中方與其他西方國家關
係，也是重要的風向標。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剛剛結束
訪美，下月初將訪問中國，這是時
隔七年再有澳首腦訪華。

日本啟用 「美國通」 金杉憲治
擔任新任駐華大使， 「推動首腦會
談」 被認為是新大使的首要任
務。是 「一花引得百花開」 ，還
是推倒新一輪消極惡化的多米諾
骨牌，就取決於中美後續的高層
往來。

北京觀察
馬浩亮

以對話化解對抗

▼

10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應邀訪美期間在華盛頓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舉行會談。
中新社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針對美國阿肯色州政府近期要求中
資企業先正達出售其在該州擁有的
土地和資產，中國駐美國大使謝鋒
日前回應，中美深化農業合作，必
須停止把經濟問題政治化、
泛安全化。

「公平競爭原則還要不要了」
謝鋒23日在艾奧瓦州

首府得梅因市舉行的中美可
持續農產品貿易論壇暨貿易
合同簽約儀式上指出，近期
一家全球領先的國際化農業
企業，被美某州要求放棄其
擁有35年的土地和資產。

該公司在美僱用了近4000名員
工，分布在40多個州，每年給員工
提供約5.1億美元的工資，購買約
20億美元商品和服務，用先進農業
技術造福美國農民，拉動當地就業

並提振地方經濟。
謝鋒表示，該公司在美經營

53年來，從未涉及侵害國家安全的
問題，只因6年前被中資收購就受
到無理打壓。 「如果美國企業到

其他國家投資也受到國別
歧視和不公平待遇，美國
政府和人民又將作何反
應？契約精神、市場經濟和
公平競爭原則還要不要
了？」

謝鋒強調，當前中美關
係仍面臨困難和挑戰，中美
深化農業合作，必須停止把
經濟問題政治化、泛安全
化。

謝鋒：中美農業合作須停止政治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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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愛德華州的農民在收成玉米。 中新社

王毅：中美要全面對話減少誤解誤判
晤布林肯 籲推動兩國關係盡快回到健康軌道

責任編輯：郭奕怡 美術編輯：蘇正浩


中疾控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病逝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

道：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
病學首席專家，中國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性病愛滋病預防控制中心
原主任、研究員吳尊友，10月
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0
歲。

中國疾控中心當日發布訃告
表示，尊重本人生前遺願，喪事
從簡，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吳尊友生於1963年，安徽醫科大學本
科、碩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公衞碩士、流行病學博士，其研究領域包括
愛滋病流行病學、高危人群行為干預、愛滋
病預防控制策略、項目評估等。他專業造詣
深厚，在《科學》《刺針》等國際著名雜誌
發表SCI論文250多篇，主編中國愛滋病防治
英文學術專著兩本。

2020年初，中國新冠疫情
發生初期，吳尊友即參與疫情防
控一線工作，為公眾所熟悉。

經歷三年疫情，吳尊友的頭
髮由黑變白，身體日漸消瘦。今
年3月在接受中國官媒採訪時，
他說： 「很多人付出的比我多，
他們在一線工作，有些人還付出
了生命的代價，所以我的這些投

入真的算不了什麼，很多人頭髮比我白得
多。」

「有的時候通宵達旦，到了晚上十二點
鐘到昌平去開會，開到三四點鐘。這邊還沒
睡倒，那邊又叫你去了。」 吳尊友說： 「這
種苦不作一談，（關鍵）就是說你能不能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發揮作用。」 「能夠為國家
的政策出台提供科學依據，能夠解決老百姓
的問題，這個是對我最大的獎賞。」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歐兩大商會──歐
盟中國商會與中國歐盟商會26日在布魯塞爾舉行 「商
業領袖圓桌對話會」 ，就釋放中歐兩大市場合作潛能、
共促中歐經貿互利共贏展開討論。

據歐盟中國商會通報，對話會吸引中歐政界、商界
代表等近80人參會，其中商界代表來自金融、通信、
物流、光伏、電池、稅務、基金、消費品等多個領域。

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傅聰應邀與會並發表主旨演
講。傅聰強調，經過數十年緊密合作，中歐經濟已形成
共生關係。中歐是合作夥伴而非對手，合作並不意味着
風險，相互依存也並不意味着不安全。最大的風險是不
合作，最大的不安全是不發展。

傅聰呼籲，中歐都主張多極化和多邊主義，應共同
倡導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相互敞開大門，擴大貿
易和雙向投資；應優先發展和鼓勵雙方工商界深化合
作，為經貿往來營造有利環境。

歐盟中國商會會長徐辰和中國歐盟商會主席彥辭
（Jens Eskelund）先後致辭。徐辰表示，中企把歐
洲視為重要出海目的地，為促進歐盟經濟增長、創新和
就業作出貢獻，中歐雙向投資仍有巨大增長空間。彥辭
指中歐關係發展為數億人帶來機會，雙方是共生關係，
商業發展潛力依然存在。

中歐商會圓桌對話 討論經貿互利共贏

▲與會代表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