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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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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九成兒童
脊骨健康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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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推廣署在歐洲
推廣港營辦家辦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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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侵華日軍相冊
美國小伙來中國旅行

習近平會晤拜登
歸納中美關係7點啟示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後，首次出訪南
美洲。身在秘魯利馬的李家超，於當
地時間16日會見傳媒。他總結出席
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
的行程時表示，已向國家主席習近平
匯報香港的經濟和發展情況，習主席
對香港的情況很了解，亦給予他鼓
勵。李家超同時分享出席會議的3個
成果，第一是展示和重申香港在推動
區域經貿合作，開拓多元發展機遇的
參與和積極性；第二是為香港發掘於
南美洲的新增長點，開拓南美市場機
遇；第三是透過APEC會議，加強與
東盟的關係，同時與更多經濟體加強
建立貿易網絡。

推動創新科技應用 發掘新經濟增長點

特首向習主席匯報獲鼓勵
訪問秘魯達成三項成果

李家超當日會見傳媒時，談及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匯
報情況時說： 「習近平主席一直關心香港，我向他匯
報香港的經濟和發展情況。他對香港的情況很了解，
亦給予我鼓勵。」

李家超續說： 「在與習主席的交流中，他有談及秘
魯文化、農業資源，亦有談及中國的農業發展。我們
亦有談及秘魯錢凱港的建造和運作，對航運、物流和
供應鏈所發揮的作用和貢獻。我很受啓發，很感謝主
席的關心和指導。」

發掘於南美洲的新增長點
新一份施政報告強調，特區政府既重視傳統市場，

亦重視開拓新興市場。李家超談到是次到秘魯出席
APEC會議時表示，南美洲對香港來說，雖然已有一定
的經貿往來，但發展空間廣闊，強調要發掘新增長
點，大力擴展香港的全球經貿網絡，尤其強化與新興
市場的經貿聯繫和市場拓展，讓香港在國家全面對外
開放中發揮更大作用。他並總結訪秘魯之行收穫的3個
成果。

第一，展示和重申香港在推動區域經貿合作，開拓
多元發展機遇的參與和積極性。李家超指出，香港一
直堅持自由貿易和尊重規則的多邊貿易制度，透過積
極參與APEC，支持和推動區域經濟融合，貢獻區域經
濟發展。

第二，為香港發掘於南美洲的新增長點，開拓南美
市場機遇。李家超提及香港與秘魯在會議期間簽訂了
自由貿易協定，是本屆政府首份簽訂的自貿協定，現
時同香港所簽的自貿協定已涵蓋21個國家或經濟體。
此外，香港也已與秘魯展開另一份促進和保護投資協
定的談判，進一步促進雙向投資經濟發展。 他亦補
充： 「（自貿協定）生效會有一個過程，我們都要經
過一些法律程序，我相信需時約半年，但它其後所帶
來的不同機遇將會有很多。」

與更多經濟體加強建立貿易網絡
李家超說，隨着秘魯錢凱港啟用和香港與秘魯的自

貿協定，香港的港口及海運業將獲得大量商機，包括
物流配套、航運管理服務等。現在香港已和智利、秘
魯簽署自貿協定，佔太平洋聯盟成員的一半，會探討
和太平洋聯盟商討自貿協定，進一步開拓在拉丁美
洲的新增長點。

第三，透過APEC會議，加強與東盟的關係，同時與更
多經濟體加強建立貿易網絡。李家超表示，APEC的成員
貿易佔香港外貿總值約八成，是香港的重要貿易夥伴。

李家超又稱，與會期間利用機會，與東盟3個國家的
領袖會面，包括馬來西亞總理、越南國家主席、新加坡
總理，進一步加強關係，推動經貿往來。他說，香港支
持及推動自由貿易，最近再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
當局會繼續努力擴大商貿網絡，推動區域合作。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行政長官李
家超繼續在秘魯利馬的訪問，於當地時間16日出
席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
議。他在會上發言時表示，創新和數字化是促進
繁榮和包容性增長的驅動要素，香港積極推動
創新科技應用，發展新質生產力，並要發掘新經
濟增長點。此外，李家超又與由香港過來參加
「APEC 未來之聲計劃」的青年代表見面交流，

強調重視青年發展。
李家超出席APEC會議時，與其他經濟體領導人

就以貿易及投資促進包容和互聯的增長、以創新和
數字化協助轉型至正規及全球化經濟，以及以可持
續發展達到強韌增長等議題交換意見。

李家超發言時表示，創新和數字化是促進繁榮和

包容性增長的驅動要素，香港積極推動創新科技應
用，發展新質生產力，通過投放資源和力量推進新
型工業化、加強人工智能發展、鼓勵跨領域科研和
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融合。在持續發展方面，
香港今年6月公布香港氫能發展策略，抓住氫能發
展機遇的同時，亦促進資本和優質綠色項目配對，
推動經濟綠色轉型。

李家超續說，香港正推出多項措施深化改革，發掘
新經濟增長點，照顧市民所需，締造更美好和共融的
社會。香港會繼續積極與亞太經合組織各成員經濟
體攜手合作，為推動區域經濟融合發展作出貢獻。

鼓勵商界把握機遇
李家超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後，與當地

商界領袖交流餐敘。他致辭時表示香港與秘魯簽署
自由貿易協定，象徵兩地合作更上一層樓，商貿往
來更便利，為港商和當地企業帶來更多商機。

經民聯商界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表示，秘魯是香港
在拉丁美洲的重要貨物貿易夥伴，認為新簽署的自
由貿易協定，可協助港商及投資者在秘魯和拉丁美
洲市場擴展業務，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貿易和投資
樞紐的地位。他相信自貿協定可推動不同商品由香
港或經香港進入秘魯，也有助內地企業將貨物經香
港運往秘魯。

林健鋒認為，有更多秘魯產品進入香港，對本港
出入口貿易、物流、航運有很大幫助。他更說，只
要國家加強對外開放，香港作為轉口貿易港的角色
不會減弱。

當地時間11月16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利馬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
新華社

李家超與多位參與2024年亞太經
合組織未來之聲計劃的香港青年代表
會面。 政府新聞處圖片

習近平（前排左五）和李家超（前排右四）與其他領導人在
會議後合照。 政府新聞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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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綜合報道：當地時間11月
16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利馬同美國總統拜登
舉行會晤。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指出，過去4年，中美關係雖
然歷經跌宕起伏，但也開展了對話和合作，總體實現了
穩定。過去4年的經驗值得總結、啟示需要記取，至少
有以下幾條。

一是要有正確的戰略認知。 「修昔底德陷阱」不是歷
史的宿命， 「新冷戰」打不得也打不贏，對華遏制不明

智、不可取，更不會得逞。
二是要言必信、行必果。人

無信不立。中方都是說到做
到，但如果美方總是說一套、
做一套，對美國的形象很不
利，也損害雙方互信。

三是要平等相待。中美兩個
大國交往，任何一方都不能按
照自己的意願改造對方，也不
能從所謂 「實力地位」出發壓
制對方，更不能為保持本國的
領先地位而剝奪對方正當發展
權利。

四是不能挑戰紅線、底線。
中美是兩個大國，難免有些矛
盾分歧，但不能損害彼此核心
利益，更不能搞衝突對抗。一
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
報是雙邊關係的政治基礎，必
須恪守。台灣問題、民主人
權、道路制度、發展權利是中
方的4條紅線，不容挑戰。這

些是中美關係最重要的防護欄和安全網。
五是要多搞對話和合作。在當前形勢下，中美兩國共

同利益不是減少了，而是更多了。不管是在經貿、農
業、禁毒、執法、公共衛生等領域，還是面對氣候變
化、人工智能等全球性挑戰，以及在國際熱點問題上，
都需要中美合作。中美雙方應該拉長合作清單，做大合
作蛋糕，實現合作共贏。

六是要回應人民期待。發展中美關係應該始終着眼兩
國人民福祉，匯聚兩國人民力量。中美雙方要為兩國人

員往來和人文交流架橋鋪路，也要排除干擾和障礙，不
要人為製造 「寒蟬效應」。

七是要展現大國擔當。中美兩國應該時刻考量人類前
途命運，為世界和平擔當，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為世
界團結發揮積極作用，包括開展良性互動、不搞相互消
耗、不脅迫別國選邊站隊。

習近平表示，大國競爭不應是時代底色，團結協作才
能共克時艱。 「脫鈎斷鏈」不是解決之道，互利合作才
能共同發展。 「小院高牆」不是大國作為，開放共享才
能造福人類。中美要繼續探尋兩個大國正確相處之道，
實現中美兩國在這個星球上長期和平共存，多為世界注
入確定性、提供正能量。

拜登表示，確保美中競爭不演變為衝突，這是美中兩
國政府對於兩國人民和世界肩負的責任。美國不尋求
「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

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 「台灣獨立」，不尋求同中國
發生衝突，不會利用台灣問題同中國競爭。美方也將繼
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美方願在過渡期同中方加強溝通
對話，增進彼此相互認知，負責任地管控分歧。

兩國元首重申雙方就中美關係指導原則達成的7點共
識，即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保持溝通、防止衝突、
恪守《聯合國憲章》、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合
作、負責任管控雙邊關係中的競
爭因素。雙方願秉持這些原則，
繼續穩定中美關係，實現平穩過
渡。

國際輿論認為，此次 「習拜
會」在拜登卸任美國總統前兩個
月舉行，重點不在於達成新協議
或推動成果，而是傳達中美保持
關係穩定和持續溝通的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