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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克里，强调共同维护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克克里里访访华华，，却却瞟瞟着着朝朝鲜鲜和和南南海海
本报讯 国家主席习近

平27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
国国务卿克里。习近平强调，
中美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符合中美双方利益，也是国际
社会普遍期待，双方应该共同
维护。

1月26日至27日，美国国
务卿克里应中国外交部王毅
部长邀请正式访华。中美双方
从来不缺乏议题，各种级别的
会晤十分常见。但此次克里访
华选择时机非常敏感，朝鲜刚
刚进行核试验，台湾地区领导
人刚刚发生更迭，习近平主席

也 刚 刚 结 束 了 对 中 东 的 访
问……有分析认为，克里此次
访问离不开上述的几个问题。

朝核问题被指是克里此
访的优先议题。联合国安理会
近期一直在协商对朝鲜的制
裁，而这些协商很可能还将

“持续更长一段时间”。而克里
此访则有可能提出，中国作为
朝鲜的主要邻国，应单方面对
朝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对此，中国的态度则是，
“制裁应坚决，但须避免打击
朝鲜民生”。外交部曾表示，中
国希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并支持对朝鲜进行制裁。但针
对要求中国对朝鲜进行石油
禁运等措施，中国并不想照单
全收。

据分析，以上措施会对朝
鲜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并有
可能误伤朝鲜民众。因此，中
国优先考虑的是针对朝鲜核
项目的措施，对其进行“精准
打击”。毕竟中国与朝鲜接壤，
一旦朝鲜发生动荡，受到更大
影响的肯定不是大洋彼岸的
美国。

除了朝鲜问题，克里对南
海问题也“很上心”。抵达中国

前，克里曾造访老挝和柬埔
寨。此举意义很明显，便是在
对华友好的东盟国家中“打楔
子”。

克里此次亚洲之行可谓
是“重任在肩”，一边请中国跟
美国一道严厉制裁朝鲜，一边
又拉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
对抗中国。再加上台湾问题和
中东局势，可以说，美国是在
好几个远离本土的鸡蛋上跳
舞。而在目前，面临大选的美
国，想同时操纵这么多国家地
区，恐怕已经很难了。

据环球时报、新华社等

27日，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公
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１８份以“三
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也是自２００４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１３次
聚焦“三农”。

“农业现代化”

连续三年写入标题

一号文件全名为《关于落实发
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
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从２０１４年至
今，中央连续三年将“农业现代化”
写入文件标题。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产量持续
增长，但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竞争
力弱等问题日益凸显。

文件提出，持续夯实现代农业
基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推进农业现代化，着力强化物质装
备和技术支撑，着力构建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供给侧改革”

首次写进一号文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词今年
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提出，
要基本形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与
资源禀赋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
构和区域布局，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近年来我国粮食结构性矛盾问
题突出。玉米出现阶段性供过于求，
大豆缺口逐年扩大，优质饲草供应
不足，有效供给不能适应需求变化。

文件还提出，树立大食物观，满
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马
铃薯主食开发工作将继续推进，越
来越多的马铃薯馒头、马铃薯面条
等产品将端上人民群众餐桌。

以“绿色发展”

保护资源修复生态

我国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
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代价，出现
耕地质量下降、地下水超采、农业面
源污染加重等问题，资源与环境的
紧箍咒越绷越紧。文件提出，必须加
快形成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
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的
农业发展新格局。

文件还提出，强化食品安全责
任制，把保障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
全作为衡量党政领导班子政绩的重
要考核指标。

补齐“短板”

加快脱贫步伐

今后五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胜阶段，农村成为最需要
补齐的那块短板。

目前农村基础设施依然薄弱；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难以适应当下农
民需求。特别是农村仍存在大量贫
困人口，亟待脱贫致富。

对此文件提出，把国家财政支
持的基础设施重点放在农村，建好、
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基础设施，
加快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
伸，推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和农
民工市民化，实施脱贫攻坚工程。

“产业融合”

支撑农民增收

农民收入不高且不平衡问题依
然存在。文件提出，必须充分发挥农
村的独特优势，深度挖掘农业的多
种功能，培育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
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农民增
收的重要支撑。

“在农业转型发展过程中，推进
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促进‘接二（产）
连三（产）’是一个重要方向。”中国
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
要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户分享
加工销售环节收益。 据新华社

仅重庆定两位数

GDP增长目标

在16个下调GDP增速的省
份中，幅度最多的是陕西省，降低
了2个百分点。9个未完成2015年
增长目标的省份，今年全部选择
维持或下调GDP目标。即使是超
额完成任务的广西、江苏、广东、
浙江、江西、青海、四川等也同样
提出了“降速”。下调GDP增速的
省份中，还包含不少西部省。

天津（9%）、重庆（10%）经济
增速目标相比2015年没调整。其
中重庆是极少数保持两位数目
标的地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
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认为，
多地下调GDP增速深刻反映了中
国经济“新常态”下政府的判断和
选择。“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突
出”“新旧动力转换接续困难”“科
技创新能力不强”“人口资源环境
矛盾突出”“部分地方债务存在风
险”……在今年各地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以上表述频频出现。

山西八成城市

财政收入减少

在2015年全国各省GDP增
速榜上，辽宁以3%垫底，而山西
则以0 . 1%的“微弱优势”排名倒
数第二。这两个省承载着产业转
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
去年经济增长乏力，也在意料之
中。两省中，山西在2014年就曾
垫底，其形势更加严峻。

山西GDP增速从2013年的
8 . 9%下滑至2014年的4 . 9%后，再
次滑落至3 . 1%。这是自1982年以
来的最低值。更为严重的是，山西
省80%的城市财政收入出现负增
长，经济发展进入衰退区间。

始作俑者还是煤炭。山西煤
价自2013年开始“跳水”，2014年
7月起，山西煤业连续12个月亏
损。煤炭是山西的支柱，煤企亏
损，全省日子都难过。一位当地
的官员透露：“山西有119个县，
有103个县发不了工资。”

尽管如此，2016年山西仍将
GDP增速目标定为6%。

30省区将大气治理

写进工作报告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有些资
源型省份经济结构单一，转型升
级难度大，去产能的任务艰巨；
另外一些省份则突出表现为“四
降一升”——— 经济增速下降、工
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
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
险发生概率上升。

因此，很多省份在新的一年
不仅仅要GDP增速，加快淘汰落
后产能、进行供给侧改革等也都
成了当务之急。

此外，多个省份在两会上把雾
霾作为重要议题，并设定雾霾下降
目标。大气治理也被写入30省区市
政府工作报告，不仅是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部分省市也都明确了
减排目标。

决心最大的还是河北，河北
已立下战书：“十三五”时期，
PM2．5浓度较2013年下降40％，污
染严重城市力争退出全国空气质
量后10位。据新京报、新华社等

克里访华四大看点

24日美国务院
官员表示，朝核问
题将成为此访的优
先议题。此次朝鲜
核试验后，美国的
强硬态度反而“点
燃”了朝鲜。显然，
美朝针锋相对无助
于解决朝核问题，
这才不得不寻求中
国协助。

朝鲜冒天下之
大不韪，因此中美
此时的分歧不在于
制不制裁，而在于
制裁到何种程度。
中美能否就朝核问
题达成一致，如何
制裁朝鲜，并尽快
重启六方会谈是克
里访华的最大看
点。

更多土豆馒头土豆面条将出现

中央一号文件

聚焦农业供给侧

1166省省份份下下调调今今年年GGDDPP增增速速目目标标
辽宁、山西2015年增速垫底，去产能任务艰巨

朝
核
问
题

近年来美国不
断鼓动菲律宾、越南
在南海挑事，还支持
日本积极介入南海。
此次访华前，克里又
打起了老挝和柬埔
寨这两个对华友好
国家的主意。两国长
期接受美国援助，但
美国也一直附带不
少政治条件。

南海涉及中国
核心利益，美国不
可能对南海提出主
权要求。其真正用
意在于借助周边国
家分散中国精力，
从而遏制中国崛
起。克里此次访华，
双方如何在南海问
题上博弈，维持“斗
而不破”的局面是
又一大看点。

南
海
局
势

去年12月，美
国 宣 布 了 价 值
18 . 31亿美元的对
台军售案。本月16
日，民进党赢得台
湾“大选”，两岸关
系又处在了十字路
口。执政后的民进
党如何处理两岸关
系，是中美共同关
注的焦点。

克里此次访
华，继续重申“一个
中国”原则。在这点
上，中美是有共识
的。因此，如何在中
美原有基础上进一
步巩固共识、中国
如何应对美台“小
动作”，进而维护两
岸的和平、稳定是
第三大看点。

两
岸
关
系

新年伊始，习近
平主席出访中东三
国。此次出访成果丰
硕：中国分别与沙特
和伊朗建立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与埃及
发表了关于加强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五年实施纲要……

中国领导人正
常的国事访问触动
了美国的敏感神
经。美国对中国介
入中东既有期盼、
也担心中国取而代
之。习近平刚刚离
开沙特，克里随即
造访，也意在打探
中国的中东意图。
双方能否对解决动
荡的中东局势达成
一些建设性成果，
也值得关注。

中
东
问
题

截至26日，全
国 已 有 2 5 个 省

（市、自治区）制定
了2016年GDP增
速目标。相较去
年，16个省份下调
了今年的目标，8
个省份维持去年
目标，只有1省上
调。此外，大气治
理成为了30个省
区市2016年的重
点任务。

增长 黑龙江

持平 山西、河北、河南、湖南、云南、天津、重庆、吉林

降低
广西、江苏、广东、浙江、江西、青海、四川、北京、新疆、内蒙、宁
夏、甘肃、陕西、福建、山东、上海

2016年

GDP增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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