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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访美·成果清单

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当地时间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华盛顿，赴纽约出席联合国
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访问中，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可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

同时，此次访问中方成果清单发布，49项成果既涉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稳步推进，涉及国际和地区和平
稳定大局的维护，也涉及中美两国旅游、教育、经贸等各领域的合作前景。诸项重要共识夯实了两国关系未来
发展的基础。

中中美美承承诺诺不不搞搞网网络络窃窃密密
两国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共识，并建立应急热线

共同制定网络空间的

国家行为准则

中方成果清单提到，中美双方
同意，就恶意网络活动提供信息及
协助的请求要及时给予回应。同时，
依据各自国家法律和有关国际义
务，双方同意就调查网络犯罪、收集
电子证据、减少源自其领土的恶意
网络行为的请求提供合作。双方还
同意适当向对方提供调查现状及结
果的最新信息。

中美双方同意，各自国家政府均
不得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
窃取知识产权，包括贸易秘密，以及其
他机密商业信息，以使其企业或商业
行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双方承诺，共同继续制定和推动
国际社会网络空间合适的国家行为准
则。

中美双方同意，建立两国打击网
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
制。作为机制的一部分，双方同意建立
热线，以处理在响应这些请求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升级。最后，双方同意
对话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内举行，之
后每年两次。

合作或先易后难

从网络色情等入手

由于网络战的不可控性，一旦发
动后果很难预料，网络战的威慑效应
成为悬在大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目前，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博弈主要
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攻击问题；
另一个是网络安全审查问题。

习近平在近期接受《华尔街日报》
采访时指出，中国也是黑客攻击的受
害国，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
鼓励或者支持企业从事窃取商业秘密
行为。不论是网络商业窃密还是对政
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是违法犯罪
行为，都应该根据法律和相关国际公
约予以打击。中美双方在网络安全上
有共同的关切。

此次访美成果中的两国建立打
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
对话机制，便是对双方在网络空间
的担忧作出的回应安排。对话机制
纳入中国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和
国家网信办，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
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及美国情报委
员会等多个政府部门，也说明网络
问题涉及面之广。该机制还明确要
求，对任一方关注和发现的恶意网
络行为所请求的反馈信息和协助的
时效性及质量进行评估，并建立热
线，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升级”。

专家指出，中美可以先在网络色
情治理、网络犯罪等方面展开合作，先
从低政治层面开始，求同存异，不断寻
找共识，逐步推进中美在网络空间的
互信。

据新华社、央视等

网络安全问题是中美两国元
首会晤中的重要议题。国家主席
习近平25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
同会见记者时强调，中美作为两
个网络大国，应该加强对话和合
作，对抗摩擦不是正确选项。中美
两国主管部门就共同打击网络犯
罪达成重要共识。

中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 新华社发

在习近平主席访美之际，美方6天
内遣返了两名中国红色通缉令上的逃
犯，分别是邝婉芳和杨进军。而在“习
奥会”后，中美两国在反腐败和执法合
作领域明确了有关共识。

双方决定加强和推动《联合国反
腐败公约》、二十国集团（G20）和亚太
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框架下的反
腐败合作，不为腐败分子和腐败资金
提供避风港，包括进一步落实APEC

《北京反腐败宣言》，支持APEC反腐
败执法合作网络的工作。

双方将致力于加强两国反腐败和
执法部门间的合作，共同打击各类跨
国腐败犯罪活动。美方将与中方一道，
在2016年中方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加
大打击跨国腐败的力度。美方欢迎中
方承诺考虑在不远的将来加入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反贿赂工作组。

双方决定继续以中美执法合作联
合联络小组（JLG）为主渠道，推进双
方共同确定的重大腐败案件的办理。
在追赃领域，双方同意商谈相互承认
与执行没收判决事宜。

据中纪委官方网站介绍，2005年5

月，中美一致同意将反腐败合作纳入
JLG机制，并成立反腐败工作组。从
2005年6月起，双方已举办9次工作组
会议，并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华举办
第10次会议，会议议题主要是追讨追
赃个案合作、反腐败经验交流、多边框
架下的反腐败合作等。

在这一机制下，多名逃到美国的
贪污犯罪嫌疑人受到惩处，比如去年6

月，重点外逃人员、浙江省建设厅原副
厅长杨秀珠在纽约被捕。

据新华社、中纪委网站

美方承诺

打击跨国腐败

人民币在今年加入特别提款权
（SDR）的梦想，又增添了实现的筹码。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方成果清单提到，美国重申在人民币
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现有标准
的前提下支持人民币纳入SDR篮子。

此前，在被称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
G7中，欧洲成员国已多次对人民币加入
SDR表示支持，唯独美国和日本一直持
谨慎态度。需要指出的是，按照IMF的规
定，人民币纳入SDR需要获得70%以上
的支持，尽管作为IMF最大的股东，美国
拥有17%的投票权，但并不构成一票否
决权。

不过，各国支持人民币加入SDR

都有一个前提，即人民币要通过 IMF
评估。IMF对一国货币加入SDR设定
了两条标准：一是货币发行国的货物
和服务出口量位居前列，二是该国货
币的“可自由使用”程度。而在2010年
的上一次评估中，人民币“栽”在了第
二个标准上。

加入SDR，被视作人民币国际化至
为关键的一步。为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中国方面一直致力推动人民币加入SDR
货币篮子。所谓SDR，是IMF于1969年创
设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目前SDR篮子
内的现有货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
英镑。

据新华社等

中方成果清单提到，2014年11月中
美两国签署了关于“两个互信机制”的
谅解备忘录，完成了关于空中相遇安全
和危机沟通的新增附件。双方同意继续
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
制”的其他附件进行磋商，并深化在人
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海盗、国际维和等
双方共同感兴趣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海军将应美军太平洋总部邀
请参加“环太平洋－2016”演习。2014年，

中国海军首次参加了由美军太平洋总
部组织的环太军演，这一军事演习活动
两年一次，号称全球规模最大。

此外，中美两国还将推动中国海
警局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签署合作文
件。双方将参照中国国防部和美国国
防部2014年11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之
附件“关于海上相遇建立信任措施的
行为准则”商签两国海警的相关行为
准则。 据新华社

中美两国元首２５日再次发表了《中
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受到国际
社会高度评价。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为共
同支持发展中国家向绿色低碳转型，美
方重申其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３０亿美
元，中国宣布将拿出２００亿元人民币建
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
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增强其使
用绿色气候基金资金的能力。

去年中美共同宣布了各自２０２０年

后气候行动目标，今年各自提交了２０２０
年后国家自主贡献。中方重申到２０３０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２００５年下降６０％—６５％，计划于２０１７年
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美方重申了
其清洁电力计划，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
放到２０３０年比２００５年减少３２％，２０１６年
美国将制定完成一项联邦计划，在那些
不按清洁电力计划制定自己实施计划
的州实施电厂碳排放标准。

据新华社

中国海军将参与

明年环太平洋军演

中国将拿出200亿

建南南合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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