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总统特朗普 8 日致信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受到国际舆论广泛关注。
一封信引来众多解读，充分显示了中美
关系的重要性，说明特朗普执政后中美
关系的走向牵动着各方神经。

这封信首先是礼节性的，感谢习近平
主席函贺特朗普总统就职并顺祝中国人
节日愉快、鸡年兴旺；其次也具有实质
含义，表达出愿与习近平主席“共同推
动中美建设性互利关系”的愿望。“建设
性”和“互利”是这封信的两个关键
词，这与特朗普此前涉华言论的基调相
比，有不小的差别。这样的表态在美国
政府刚刚换届、中美关系充满不确定性
之际，显然别有一番意味。

当然，这样一封信还不足以成为特
朗普对华政策的风向标和中美关系的晴
雨表。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仍在形成
中，其过程注定伴随着巨大争议。同
时，特朗普也可能会有意保持对外政策

和行动的“模糊性”和“不可预测”。
从目前阶段看，要确保中美关系的

“建设性”和“互利”，中美双方需要处
理好三个层次的问题：双边具体问题；
地区和全球性问题；崛起大国与守成大
国的关系问题。判断特朗普执政期间中
美关系的走向，既要看具体问题，又要
跳出具体问题看大势、大局。

一是中美关系进程。从 1972 年算起，
美国历任总统对华政策出现各种摇摆，但
中美相互需要、合作为主的基本面没有也
不会变。尼克松以反共著称，却开启中国
之行，津津乐道于“改变世界的一周”；另
一位具有强烈反共情结的总统里根，与中
国达成“八一七公报”，并发展了密切的战
略关系；克林顿对华执意要搞人权与贸易
挂钩，最终却自行脱钩……中美关系经过
40多年的发展，双方利益交融已达到前所
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二是世界发展大势。中美都是全球
化的获益者，两国加强协调与合作才能
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近
年来，中国凭借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与
合作共赢的外交战略，创造了巨大的外
交空间，在与美国的战略博弈中拥有很
大的回旋余地。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
的一对双边关系，但不是唯一，中国不
会屈从于美国的压力。

三是中美两国大局。特朗普的竞选口
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在特朗普入主白宫
后一直出现在白宫网站的首页，这是特朗
普的“美国梦”。对中国来说，“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中国梦”。从字面上看，
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有拓展合作、管
控分歧，才能保证两国共同圆梦。

显然，要发展中美建设性互利关
系，合作是应有之义。正如习近平主席
指出的，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
择。特朗普对习近平表示，美中两国可
以实现互利共赢。应该说，双方对发展
中美建设性互利关系有基本认知和共
识。目前，两国需要加强良性互动，确
保中美关系的基调不走偏，确保两国关
系较快度过磨合期。

中国有一句俗话，“好饭不怕晚”。
希望中美元首的这一次互动能成为这一
磨合期中美良性互动的开端。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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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9日说，中方
已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致习近平主席的信函。“我们高度赞赏特朗普总统对
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节日祝贺。”

据报道，特朗普 8 日致信习近平主席，祝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元宵节快
乐，并表示希望与中方发展建设性关系。

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回答提问时说，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
陆慷表示，中方愿与美方一道，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
原则，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在健康稳定基础上取得更大发展。

特朗普对习主席和中国人民的节日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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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新西兰奥克兰元宵灯节举行开幕式。新西兰副总理葆拉·贝内特在开幕式上向当地华人祝贺中国新年，并对来到新西
兰的中国游客表示欢迎。图为在奥克兰市民在元宵灯节上留影。 新华社记者 宿 亮摄

元宵灯节亮相新西兰元宵灯节亮相新西兰

商贸物流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于佳欣） 批发零售企业

在降低物流成本上将迎来利好。商务部等5部门日前发布了
《商贸物流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批发零售
企业物流费用率降低到7%左右。

规划提出，要构建多层次商贸物流网络，并明确了建
设全国性商贸物流节点城市和区域性商贸物流节点城市；
加强商贸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商贸物流标准化、信息
化、集约化建设；推动商贸物流专业化、国际化、绿色化
发展；建设商贸物流信用体系等主要任务。

特朗普的来信别有意味
■ 贾秀东

电动汽车充电桩

北上广深将迈入“5公里”时代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何雨欣、刘羊旸） 国家

能源局 9 日介绍，2017 年中国将力争新增充电桩 80 万个，
其中专用桩 70万个、公共桩 10万个。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城市公共充电网络已具雏形。

据统计，2016年，全国新增公共充电桩10万个，已累
计建成约15万个。从重点城市来看，北京、上海电动汽车
充电平均服务半径已缩短至5公里；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公
共充电网络也在向着“5公里”时代的目标加快推进。

近日，位于福建省漳平市永福
镇台品樱花茶园内的千亩樱花竞相
绽放，漫山遍野的樱花和茶园构成
一幅春意盎然的美丽画面。

图为 2 月 9 日拍摄的台品樱花
茶园一景。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樱花茶园
美如画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全国国土规划纲要
（2016-2030年）》（以下简称《纲要》）。2月9日，国务
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发改
委的有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介绍和解读。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表示，作为中国首个全
国性国土开发与保护的战略性、综合性、基础性规
划，《纲要》构建了集聚开发、分类保护、综合整治

“三位一体”的框架，其编制实施有利于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格局、提高能源资源保障能力、保护和改善
生态环境、加快形成合理的空间规划体系，为建设
美丽中国提供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

开发开发 构建多中心网络型集聚开发格局构建多中心网络型集聚开发格局

《纲要》规划范围涵盖中国全部陆域和海域国土 （本次
规划暂未含港澳台地区）。在谈及国土开发思路时，姜大明
表示，“要构建多中心网络型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兼顾重点
开发与均衡发展，通过加大重要节点和轴带开发力度，增
强集聚开发的辐射带动作用。”

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刘苏社介绍，“集聚开发的
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要素的集聚效益，引导人口和产业
向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的区域集中，打造一些具有一定竞
争力、辐射带动力较强的重点经济区。”

对于构建多中心网络型开发格局，刘苏社认为，一方
面要推动建设国土开发集聚区，主要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确定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区域为基础，对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提高国土开发效率，使这些地区深
度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国土开发的
轴带。依托主要交通干线和综合交通运输网络，重点推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
刘苏社指出，《纲要》特别注重发挥沿海轴带连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使沿
海轴带成为促进陆海统筹、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
要经济轴带。

保护保护 分五类三级实施全域保护分五类三级实施全域保护

在回答关于国土保护的提问时，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赵
龙说，“国土保护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只有加强保护才能实
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赵龙介绍说，《纲要》 坚持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
将保护作为规划的核心。以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为基础，
依据主体功能定位，确定环境质量、人居生态、自然生
态、水资源和耕地资源 5大类资源环境保护主题。区分保
护、维护和修复3个级别，将陆域国土划分成16类保护地
区，实施全域分类保护。

在保护措施和手段方面，赵龙说，《纲要》设置了“生
存线”，明确耕地保护面积和水资源开发规模；“生态线”，
划定森林、草原、河湖等生态要素保有面积和范围；“保障
线”，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建设用地。

在《纲要》提出的11项约束性和预期性目标中，多项
涉及国土保护。其中，到 2030 年，耕地保有量要保持在
18.25亿亩以上，用水总量不超过7000亿立方米，国土开发
强度不超过4.62%，城镇空间控制在11.67万平方千米以内。

整治整治 综合整治优化空间结构和布局综合整治优化空间结构和布局

赵龙在发布会上指出，国土综合整治的目的是改善国
土的质量，提高利用的效率，优化空间结构和布局。《纲
要》 明确提出综合整治侧重于 5个方面，即“四区一带”：
城市化地区、农村土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
集中区、海岸带和海岛。

他指出，城市化地区整治的重点是城市低效用地再开
发和环境综合整治，通过城中村、棚户区和老工业区的搬
迁改造，优化用地结构，地尽其利，地尽其用。

农村土地整治侧重于农村居民点的综合整治及高标准
农田建设。“目前我国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是300平方
米，存在散、乱、空的现象。通过整治，既改善人居环
境，同时加强基础和公共设施服务。”赵龙说，到 2030
年，全国要建成12亿亩高标准农田，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在矿产资源开发集中区的综合整治中，《纲要》提出到
2030年，全国规模以上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标准。赵龙表
示，“这是有一定难度的，但要通过有效手段，确保目标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