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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胡锦涛会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国务卿克林顿、财长盖特纳

中美应妥善处理敏感问题
温家宝：

规划长远合作

解决经济分歧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记者

廖雷)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4
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京出
席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克
林顿国务卿和盖特纳财长。

温家宝指出，美国有雄厚
的科技基础和经济实力，虽然
经济复苏仍然面临困难，但经
济形势总体趋向好转。中国处
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经济
转型的关键阶段。中美加强合
作是大势所趋。

双方要牢牢把握机遇，顺势
而为，制定两国合作的长远规
划，这是解决目前两国经济领域
分歧最现实的途径，有利于两国
发展和两国人民的福祉。

温家宝表示，中国将坚定不
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和平发展
的道路。中美之间尽管社会制
度、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但完全
可以建立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
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合作关系已
经超越了双边范畴，正在也将继
续深刻影响整个世界。

美方表示，美方赞赏中方
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支持
中方的合作建议，欢迎中方扩
大对美投资，欢迎中国企业在
美国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本轮“中美对话”

昨日闭幕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4
日在北京闭幕。

中美双方认识到，作为胡
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2009
年共同倡导建立的、两国级别
最高、参与部门最多、讨论议
题最广的机制，中美战略与经
济对话为两国加深了解、扩大
共识、管控分歧、增进互信、促
进合作提供了独特平台。

对话为推进两国关系发
展、丰富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内
涵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决定
加强和更有效利用战略与经
济对话及其框架下各种机制，
就战略与经济问题进行高级
别、机制化沟通。

中美今年还将

磋商人权问题
中新社北京5月4日电(记

者 余湛奕) 根据4日发布
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
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具体成果
清单，中美双方注意到2012年
二十国集团峰会、东亚峰会等
场合还有进一步高层交往的
机会，双方期待明年举行下一
轮战略安全对话，并在多个领
域加强双边对话和磋商机制。

中美决定于2012年下半
年举行第四次中美亚太事务
磋商。承认双方在本地区拥有
共同利益，面临共同挑战，以
及维护和平、稳定、繁荣的共
同目标。

双方重申将在平等和相
互尊重基础上继续就人权问
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承诺，决
定于2012年夏天在华盛顿举
行人权对话。

中美决定举行中东事务磋
商，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商定。
在加强中美双边合作方面，双方
决定就为商务、旅游、留学和其
他商定类别签证人员颁发五年
多次签证举行专门会谈。

新华社北京 5月 4日电
(记者 刘东凯 ) 4日上午，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了出席第四轮中
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国
总统特别代表克林顿国务
卿和盖特纳财政部长及美
方代表团其他主要成员。

胡锦涛说，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中美就建立和发展
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
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取
得积极成果，为中美关系发
展指明了方向。希望双方团
队 认 真 总 结 经 验 ，再 接 再
厉，进一步建设好发展好对
话机制，充分发挥其加强战
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推
动战略合作的重要作用，更
好服务于中美合作伙伴关
系建设。

胡锦涛表示，面对深刻
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中美
双方应该着眼大局、放眼长
远，从维护两国和两国人民
根本利益出发，不断增进了
解 和 互 信 ，扩 大 共 识 和 合
作 ，切 实 尊 重 彼 此 核 心 利
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
题，更好推进合作伙伴关系
建设，为中美关系开创更加
充满希望的未来。

克林顿、盖特纳表示，本
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
很好的成果。这再次证明，两
国元首以战略远见，决定建
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美
中合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
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具
有重大历史意义，是一条正
确的道路。美方期待着同中
方一道努力，本着坦诚、开放
的精神，继续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对话，缩小分歧，扩大合
作，共同应对困难和挑战。美
方积极评价中方坚持推进经
济改革和市场开放，美方致
力于建立和发展更紧密、更
强有力的美中经济关系，并
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同中方加
强合作。

新型大国关系打开“机会之窗”
本报时事报道顾问、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 赵可金

中美双方在推动双边贸易、改革金融体制、优化投资环境、加强战略磋商与合作

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依然在人权、人民币汇率、南海问题以及其他地区和国

际热点问题上存在分歧，双方的结构性矛盾仍会不时冲击中美关系的堤坝，对两国乃

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冲击。

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领域取得
的共识和进展表明，新型大国关系
的“机会之窗”已打开，中美伙伴合
作作为世界新秩序的顶层设计已
经渐趋稳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在历经三年艰苦努力之后，一朝实
现突破，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在全球化时代，中美
任何一方的繁荣对对方都是好

消息，任何一方倒霉都会让对方
遭受池鱼之灾，即便是人民币汇
率问题、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问
题 ，受 伤 害 的 也 不 仅 仅 是 某 一
方。两国政府的任何对话都必须
充分反映各方面的声音和要求，
任何决策都会影响千万家庭的
幸福。因此，维持和推动中美对
话是必然选择。

其次，中美两国关系不仅影响
到双边，而且扩展到多边。中美均
认识到承认对方扮演的一定程度
的国际领导角色，对彼此都有利。
美方发现必须承认中国在世界事
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中国在地
区和国际问题上与美方有不同的
立场，但美方仍然需要重视中国的
立场，并努力与中方加强沟通和磋

商。而中方片面与美方作对和一味
迁就美方对双边关系都是不利的，
中方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但也必
须考虑美方的反应。

此外，中美两国均是当今国际
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努力做一个负
责任的大国是共同的要求。相比世
界和平与稳定，中美立场和观点的
分歧都是小事。

尽管对话取得重大突破，但
仍不能根本解决中美关系深层
矛盾，中美关系发展仍然是路漫
漫兮。

首先，尽管美国遭受了金融危
机的打击，但其自然资源、经济总
量、科技实力以及战略统筹和协调
能力仍占尽优势，预言美国衰落似
乎言之过早。

中国综合国力在2010年成为
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二的大国，但中
国只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双方的实
力仍然差距很大。

但是，中国在很多领域日益
逼近美国，必然影响美国对中国
的判断，美国必然竭尽所能制约
中国，防范中国，中美关系还会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受到该问题

的牵制。
其次，中美在地区安全中的矛

盾还将发酵，尤其是在亚太地区，
在朝鲜半岛、中日关系、南海等问
题上，美国竭力维护其主导地位，
必然会对中国崛起进行抑制，类似
黄岩岛对峙等事件还会冲击中美
关系发展的全局，中美在南海问题
上的争端还会发酵。

三是中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
式的矛盾。中国的历史传统，沉淀
为集体主义至上的价值观念。然
而，美国将集体主义至上价值观贬
斥为“暴政”、“专制”和“独裁”，甚
至从“传教士情结”出发不惜代价
地发难。中美在这些问题上将龃龉
不断。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整理)

忧>> 美国仍将竭力制约中国

喜>> 三年艰苦努力，一朝实现突破

4日，胡锦涛会见克林顿（左二）和盖特纳（左一），王岐山（右二）和戴秉国（右一）参加会见。 新华社发

美国>>

再次承诺放松对华出口
美方承诺努力促进民

用高技术对华民用最终用
户和民用最终用途的出
口。双方将共同努力营造
促进和扩大双边民用高技
术贸易的有利环境。

此前，尽管美国官
员一再就放宽出口管制
放出口风，但因其屡屡

“口惠而实不至”被中方

讥为“只听楼梯响不见
人下来”。如，美国正在
研究放宽商业卫星设备
出口，但同时强调继续
严控对中国的出口。

“这是美方首次对
此做出的非常明确的承
诺，此举一旦落实，有助
于平衡中美贸易。”财政
部副部长朱光耀说。

积极考虑工行兼并申请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

朱光耀表示，美联储会
积极考虑中国工商银行
兼并东亚银行的申请，
以及中国银行和农业银
行在美设分行的申请。

“我们希望这些申
请很快得到美国金融监

管当局的批准，也相信
很快会变成现实。”朱光
耀说。

朱光耀说，推动金
融市场稳定和改革是第
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
话框架下经济对话的重
要议题。 据新华社

对话成果

<<中国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美国财长盖特纳坦

陈，经过中国的努力，中
国经常性项目顺差已大
幅回落，人民币汇率也已
大幅升值。但他强调，人
民币仍具升值空间。

“人民币升值会帮
助中国更好地实现改革
目标，同时为中国在面
对未来增长和通胀变化

时提供更多独立性和灵
活性。”盖特纳说。

作为回应，中方承
诺，将继续增强人民币汇
率双向浮动弹性，更大程
度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
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

美方欢迎中方扩大
人民币价格浮动区间，
以推进上述目标。

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中方做出了进一步

开放金融市场的努力。
将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
资证券公司中持有不超
过49%的股份，合资公司
可从事股票(包括人民币
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
(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

券)的承销和保荐，允许
合资证券公司在持续经
营满两年以上且符合有
关条件的情况下，申请
扩大业务范围。允许外
国投资者在合资期货经
济公司中持有不超过
49%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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