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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2月22
日电 (黄钰钦 李京泽)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
王毅22日出席“对话
合作，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
轨”蓝厅论坛开幕式
并发表致辞。在致辞
中，王毅就推动中美
关系重回正轨提出四
点建议，并敦促美方
放弃对中国产品加征
不合理关税，放弃对
中国企业和科研教育
机构实施各种单边制
裁，放弃对中国科技
进步进行无理打压，
为两国合作提供必要
条件。

王 毅 强 调 ， 中
方 一 贯 尊 重 美 国 人 民
的 自 主 选 择 ， 乐 见 美
国 保 持 良 好 发 展 势
头 ， 从 不 干 涉 美 国 的
内 政 。 我 们 无 意 挑 战
或 取 代 美 国 ， 愿 与 美
国 和 平 共 处 ， 共 同
发 展 。 同 样 ， 我 们
希 望 美 方 也 能 够 尊 重
中 国 的 核 心 利 益 、 民
族 尊 严 和 发 展 权 利 ，
停 止 对 中 国 共 产 党 和
中 国 政 治 制 度 的 抹 黑
诋 毁 ， 停 止 纵 容 甚 至
支 持 “ 台 独 ” 分 裂 势
力 的 错 误 言 行 ， 停 止
在 香 港 、 新 疆 、 西 藏
等 中 国 内 部 事 务 上 损

害 中 国 主 权 和 安 全 。
做 到 了 真 正 的 相 互 尊
重 ， 中 美 关 系 改 善 和
发展才能行稳致远。

王 毅 就 推 动 中 美
关系重回正轨提出四
点建议。

首 先 要 相 互 尊
重 ， 不 干 涉 彼 此 内
政 。 中 方 一 贯 尊 重 美
国 人 民 的 自 主 选 择 ，
无 意 挑 战 或 取 代 美
国 ， 愿 与 美 国 和 平 共
处 ， 共 同 发 展 。 希 望
美 方 也 能 够 尊 重 中 国
的 核 心 利 益 、 民 族
尊 严 和 发 展 权 利 ， 停
止 对 中 国 共 产 党 和 中
国 政 治 制 度 的 抹 黑 诋
毁 ， 停 止 纵 容 甚 至 支
持 “ 台 独 ” 分 裂 势 力
的 错 误 言 行 ， 停 止 在
香 港 、 新 疆 、 西 藏 等
中 国 内 部 事 务 上 损 害
中国主权和安全。

二 要 加 强 对 话 ，
妥 善 管 控 矛 盾 分 歧 。
双 方 应 按 照 两 国 元 首
除 夕 通 话 精 神 ， 切 实
从 两 国 人 民 的 根 本 福
祉 出 发 ， 以 发 展 的 眼
光 、 开 放 的 胸 襟 和 包
容 的 精 神 ， 激 活 或 建
立 各 领 域 、 各 层 面 的
对 话 机 制 ， 就 双 边 关
系 中 的 广 泛 问 题 以 及

重 大 国 际 和 地 区 问 题
坦 诚 对 话 ， 准 确 把 握
彼 此 的 政 策 意 图 ， 厘
清 中 美 关 系 的 主 要 症
结 ， 探 寻 管 控 敏 感 问
题 、 化 解 风 险 障 碍 的
有 效 途 径 。 中 方 愿 与
美 方 进 行 开 诚 布 公 的
沟 通 ， 开 展 解 决 问 题
的对话。

三 要 相 向 而 行 ，
重 启 两 国 互 利 合 作 。
面 对 此 起 彼 伏 的 地 区
热 点 和 层 出 不 穷 的 全
球 性 挑 战 ， 中 美 需 要
合 作 的 领 域 不 是 变 少
了 ， 而 是 更 多 了 ， 可
以 合 作 空 间 不 是 变 窄
了 ， 而 是 更 宽 了 。 双
方 比 以 往 更 有 能 力 办
成 有 利 于 两 国 和 世 界
的 大 事 。 当 前 形 势
下 ， 双 方 可 由 易 到
难 ， 积 极 互 动 ， 积
累 善 意 。 希 望 美 方 尽
快 调 整 政 策 ， 放 弃 对
中 国 产 品 加 征 不 合 理
关 税 ， 放 弃 对 中 国 企
业 和 科 研 教 育 机 构 实
施 各 种 单 边 制 裁 ， 放
弃 对 中 国 科 技 进 步 进
行 无 理 打 压 ， 为 两 国
合 作 提 供 必 要 条 件 。
抗 击 新 冠 疫 情 、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 推 动 世 界
经 济 复 苏 是 眼 下 国 际

社 会 最 紧 迫 的 三 大 任
务 ， 中 方 愿 意 在 这 三
个 领 域 同 美 国 协 调 政
策 ， 加 强 合 作 ， 携 手
为 世 界 作 出 积 极 贡
献。

四 要 扫 除 障 碍 ，
恢 复 中 美 各 领 域 交
流 。 两 国 民 间 交 流 不
应 受 到 政 治 关 系 起 伏
的 左 右 。 希 望 美 方 尽
快 解 除 对 中 方 教 育 、
文 化 、 新 闻 、 侨 务 等
团 体 在 美 活 动 的 各 种
限 制 ， 解 除 对 美 国 地
方 政 府 及 各 界 对 华 交
往 的 阻 吓 ， 鼓 励 和 支
持 两 国 恢 复 高 校 、 研
究 机 构 、 留 学 生 等 正
常 的 人 文 交 流 项 目 。
中 方 愿 意 相 向 而 行 ，
以 开 放 态 度 共 同 为 两
国 人 民 的 相 互 往 来 营
造良好环境。

王 毅 表 示 ， 中
美 关 系 的 未 来 归 根 到
底 掌 握 在 两 国 人 民 手
中 ， 中 美 关 系 的 改 善
也 始 终 离 不 开 两 国 各
界 的 支 持 推 动 。 希 望
双 方 共 同 努 力 ， 推 动
中 美 关 系 这 艘 巨 轮 尽
快 回 归 健 康 发 展 的 航
道 ， 驶 入 海 阔 天 空 的
美好明天。(完)

王毅就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提四点建议 
敦促美方做到三个“放弃”

2月22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
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

回正轨”蓝厅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中国连续第五年成为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
中新社柏林2月22

日电 (记者 彭大伟)德
国联邦统计局22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德中双边贸易额为
2121亿欧元，增长(同
比，下同)3%，中国
再度成为德国在全球
范围内最大的贸易伙
伴。德方数据显示，
中国已连续第五年成

为德国全球最大贸易
伙伴。

德 国 联 邦 统 计 局
当 天 公 布 的 初 步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尽 管 经 历
了 新 冠 疫 情 ， 但 德 中
两国2020年货物贸易额
仍达到2121亿欧元，增
长3%。德国去年继中
国 之 后 的 第 二 和 第 三
大 贸 易 伙 伴 分 别 为 荷

兰(1728亿欧元，下降
8.7%)、美国(1716亿欧
元，下降9.7%)。

德 国 联 邦 统 计
局 表 示 ， 中 国 在 德 国
进 口 贸 易 中 的 重 要 性
不 断 上 升 。 该 机 构 表
示，1980年时，中国尚
排 在 德 国 进 口 来 源 国
的第35位；到1990年，
这 一 排 名 已 升 至 第 1 4

位。自2015年起，中国
成 为 德 国 进 口 货 物 最
多 的 国 家 。 2 0 2 0 年 全
年 ， 德 国 共 进 口 了 价
值1163亿欧元的中国商
品，增长5.6%。排在
第 二 位 和 第 三 位 的 分
别是荷兰(885亿欧元，
下降9.6%)和美国(678
亿欧元，下降5%)。

在出口方面，2020

年 ， 美 国 是 德 国 第 一
大 出 口 目 的 国 ， 其 进
口了价值1038亿欧元的
德 国 商 品 。 紧 随 其 后
的是中国(959亿欧元)
和法国(911亿欧元)。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去 年
德 国 对 美 和 对 法 出 口
分别大幅下降12.5%和
14.6%，而对华出口仅
微降0.1%。(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