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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磋商延长两天
特朗普会见刘鹤 对磋商前景表示乐观

    随着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进

行，世界目光聚焦在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
22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习近平主席

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双方宣

布本轮磋商延长两天。

双方加快谈判步伐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双方本轮磋商十分关

注。时隔 20多天，特朗普再次会见刘鹤。在会

见之后特朗普发推，对磋商的前景表示乐观，
认为双方有“很好的机会”达成协议，相信最

终将达成一个有意义、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
在会面中，刘鹤转达了习近平主席致特

朗普总统的口信，特朗普表示感谢，还特别请

刘鹤转达他和夫人梅拉尼娅对习近平主席、

彭丽媛教授和中国人民的亲切问候和美好祝

福。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极其重要，当前两
国关系十分良好。

短短一年间，中美之间经贸高级别磋商
已举行了六轮。此次磋商与上一轮仅仅间隔

了一星期，双方明显加快了谈判步伐。密切的
磋商显示了双方团队正在积极落实两国元首

达成的重要共识。

本轮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
办公楼举行，中美双方都有多位要员出席。作

为东道主，美国派出了有关领域的多位重量
级人物，包括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白宫国家经

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等人，显示出高度重视。

细节安排显示用心
与此前相比，美方对本次磋商的安排更

重视细节，比如会场挪到了艾森豪威尔行政

楼四楼东翼的印第安人条约厅。
印第安人条约厅已有 140年历史，本来

是作为海军图书馆兼接待室修建的，由于当
时的海斯总统想“造出美利坚风格”的会客

厅，因此建造成本创下当时纪录，总花费是
55675美元，折合现在 500万美元都不止。全

厅地面使用意大利、法国带贝壳的大理石，二

楼阳台铸铁栏杆上浇铸着海马、海豚造型，天
花板上绘着启明星。

条约厅也是美国历史的见证人。1955年
1月，时任总统的活动在此进行了第一次电视

直播，此后这里经常作为总统新闻发布会现
场。此外，美国签署《联合国宪章》《布雷顿森

林协议》等重大事件，也都是在这个房间里进
行的。

磋商开始前，美方两大领衔人物贸易代

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条约厅门口
迎候刘鹤副总理。

国际社会反响积极
对于中美近期密集展开经贸高级别磋

商，两国和国际社会普遍反响积极。目前，中

美双方决定将本轮磋商延长两天。可以想见，
在这个周末，双方将继续对磋商中涉及的每

一个细节，进行认真谈判。
正如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希望中美双方能够共同努力，落实两国元首

在阿根廷会晤时达成的共识，抓紧工作，相向
而行，努力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互利共

赢的协议。这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是国际
社会的共同期待。 本报记者 吴宇桢 吴健

组“阿拉伯版北约”

美国面临重重挑战
    本报特稿 美国国务院 21 日发表声明

说，美方当天和来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组织
的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组建“中东战

略联盟”的相关事宜。
声明说，美方和来自巴林、埃及、约旦、科

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的高级

官员相聚华盛顿，就组建“中东战略联盟”的

政治和安全基础问题进行了磋商。
美国希望扶植中东地区盟友，用推动建

立号称“阿拉伯版北约”的中东战略联盟等手

段为美国中东战略服务。但分析人士认为，
“阿拉伯版北约”成员国内部矛盾复杂，而且

土耳其等地区大国和俄罗斯等外部势力在该
地区各有利益诉求，美国恐将面临重重挑战。

美国召集组建“中东战略联盟”的主要目
标之一是共同应对所谓的“伊朗威胁”，但部

分中东国家对伊朗并不是十分排斥。此外，沙

特等国指责同为海合会成员的卡塔尔支持极
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内部分裂严重，也不利于

美国推动组建这一地区战略联盟。
美国媒体指出，“阿拉伯版北约”的模式

将不同于真正的北约，即北约成员国中一个
或多个国家受到攻击，联盟其他成员国必须

快速提供军事援助。“阿拉伯版北约”将着眼
于在更广阔的领域内推动石油等经贸合作，

以及建立联合军事训练中心等。而这样的战

略联盟对部分中东国家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因此美国想要打造“阿拉伯版北约”还面临着

多重压力和挑战。 （朱东阳 钱珊铭）

安倍拜见皇太子
或汇报继位流程

    新华社东京 2月 22日电 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 22日拜见了日本皇太子德仁。据日本媒
体推测，安倍可能向皇太子汇报了天皇退位

以及新天皇继位流程的有关信息。
安倍继 21日前往皇居拜见天皇进行“内

奏”（汇报国事活动）之后，22日下午又前往
东宫御所与皇太子进行了 30分钟的会面。日

本媒体说，首相向天皇进行“内奏”比较常见，

但直接向皇太子汇报的情况十分罕见。
按照惯例，日本官方不对外公布“内奏”

具体内容。日本政府表示，安倍拜见皇太子是
汇报国内外局势。据日本媒体推测，安倍还可

能向皇太子汇报了天皇退位及皇太子继位的
流程、新年号制定以及新天皇会见的首位国

宾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信息。
日本天皇明仁将于 4月 30日退位，皇太

子德仁 5月 1日继位，明仁天皇将成为日本
皇室近 200年来首位“生前退位”的天皇。

▲ 中沙举行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新华社 发

▲ 20 世纪 80 年代，苏尔

坦亲王成为沙特王室第

一个登上长城的成员

探讨“一带一路”对接“2030愿景”

沙特王储访华有点忙爬长城谈合作

荨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

“不到长城非好汉”石碑

前留影 图 GJ

    从 17日开始，沙特王储兼副首相、国防

大臣穆罕默德展开 6天的亚洲三国行，中国
是他此行的最后一站。21日率庞大的代表

团抵达北京后，王储一行人的第一项活动就
是登高游览八达岭长城。在观赏完“北国风

光”之后，王储出席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中沙投资合作论坛等，探讨“一带一

路”倡议对接沙特“2030愿景”，推进两国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务实合
作的稳步展开。

登上长城开心留影
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城是许多

外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时必到的景点。在出席

各项公务活动之前，穆罕默德王储一抵达北

京就马不停蹄地赶往八达岭长城，感受万里
长城的雄伟气魄。

21日，北京气温虽低，但天气晴朗，穆
罕默德王储心情也不错。头戴阿拉伯传统头

巾、身穿厚实外套的王储，带着随行人员一
边饶有兴致地听着万里长城与中华民族的

悠久历史，一边缓步登上长城。走到毛泽东
主席题词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石碑前，王储

在驻足凝视许久后与石碑合影，留下一张标
准游客照。登上长城，只拍一张照片怎能尽

兴？王储又与随行人员一起，以绵延的长城

与高耸的烽火台为背景，留下多张合影。
对中华文化颇感兴趣的王储，在登长城

饱览中国历史的同时，在沙特阿齐兹国王公

共图书馆北京大学分馆设立了以他名字命
名、推动两国间文化交流的文化合作奖。王

储文化合作奖包含五个奖项，每个奖项奖金
为 10万美元，每年颁发一次。

签署35份合作协议
沙特王储此次访华将进一步加强沙特

“2030愿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作

为主要目的，希望改变沙特单一的石油经济
模式，实现经济多元化。因此，访华代表团可

谓阵容豪华，包括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董事
长、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董事长、沙特电信公

司总经理、中东医疗健康公司董事长、国家

农业发展公司总经理等各个行业领域中的
领军企业负责人，以及沙特主权财富基金等

金融类企业负责人，广泛寻找和投资中国科

技创新企业以及中国企业赴沙投资的项目。
沙特商界代表当天在北京参加了“中

国-沙特投资合作论坛”，签署 35份、价值超

过 28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涉及石油化工、
制造业、新能源、通信等各行业。沙特方面当

天还向中国企业发放了 4张许可证。沙特投

资总局副局长莫夫提说，从沙特政府的角度

来说，对中国投资者和中国市场的重视“并
不是单纯地寻求资金”。中国也是沙特第一

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对接与协作，定

能将中沙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到一个
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尊重支持中国反恐
近年来，中沙两国关系快速发展，两国

元首成功实现互访，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两国的合作成果与领域远远超出了经
贸与能源的范畴。以合作 4年的航天领域为

例，去年沙特成像仪搭载中国卫星发射，实
现阿拉伯国家首次成功探月，中国长征运载

火箭也发射两颗沙特自行研制的卫星，保障

沙特的气象与航运服务，得到当地媒体高度
评价。这是 2017年中阿技术转移中心设立、

共享高端技术以来，中阿合作的又一案例。

而在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特
别是反恐维稳问题上，两国取得很多共识。穆

罕默德王储 22日在会见习近平主席明确表
示，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有权为

维护国家安全采取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沙
方予以尊重和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合作。

近年来，中国与沙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政治互信日益增强，

各个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这既是近年来
“中国模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舞台

上的影响力，又与长久以来中国始终奉行独
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密切相连。在中东局势动

荡、国际秩序面临重构的当下，中沙关系的稳
定发展，必将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 本报记者 齐旭 卫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