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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7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汉堡峰会闭
幕后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引发各方
关注。

事实上，中美元首一直保持着密切沟
通。今年4月，习主席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
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元首会晤。除
会谈和会晤外，双方还进行了多次通话。
就在此次会见几天前，习主席应约与特朗
普通话，话题涉及中美关系、G20汉堡峰会
及地区问题等。高层互动是两国关系走势
的重要风向标，中美元首的这种频繁互
动，证明中美关系如今处在良性发展轨道。

两国元首在汉堡举行的会见是中美计
划之中的安排，双方为凝聚共识认真准
备。从效果看，此次会见进一步促进了中
美战略互信。

习主席强调中美应相互尊重。相互尊

重对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双方要尊重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
问题。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两国才能
有意愿和有能力防止误判、避免正面相撞。

中美致力于实现互利互惠。特朗普将
中国视为重要贸易伙伴，愿同中方拓展互
利合作。习主席指出，中美经济合作百日
计划已取得重要进展，双方正商谈开展一
年合作计划。双方要共同推动两国经济关
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美推动对话机制有效落实。习近平

主席4月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期
间，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
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
文对话 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6月，首轮外
交安全对话召开。在此次会见中，双方商
定首轮全面经济对话于 7 月 19 日举行，并
将于近期举行首轮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
社会和人文对话。随着相关机制逐步落
实，中美之间各领域沟通将更加顺畅。

中方建议促进两军关系发展。习主席
呼吁两国国防部长早日互访，鼓励两国共

同做好美军参联会主席8月访华、两军联合
参谋部 11 月举行首次对话、中国海军参加
2018 年“环太平洋”军演等工作。两军关
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安全
互信是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军事交流为
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中美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对表。针
对朝鲜半岛核问题，中方重申坚持实现朝鲜
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等基本原则。
两国元首同意继续就朝鲜半岛核问题保持

密切沟通与协调。同时，中方再次表态，反
对美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美在半
岛问题上步调并不完全一致，坦率交流有助
了解彼此立场关切，寻找问题出路。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达
国家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关系是世
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有
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
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只要双方共同努力，
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就一定能为两
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益处。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中美元首会见促进战略互信
■ 华益声

本报北京 7 月 9 日电
7 月 9 日，在结束对俄罗斯
联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国事访问并赴汉堡出席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
峰会后，国家主席习近平
回到北京。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
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
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
书，国务委员杨洁篪等陪同
人员同机抵达。

当 地 时 间 8 日 晚 上 ，
习 近平离开德国汉堡启程
回国。德国政府高级官员到
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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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德国汉堡7月8日电（记者杜尚泽、黄
发红、赵成） 7 月 3 日至 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应邀对俄罗斯、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赴汉堡出
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行程结束
之际，外交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王毅说，习近平主席此访是在当前复杂国
际形势下展开的一次大国外交之旅。俄罗斯之
行，提升中俄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新高度。访
问德国，推动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新发展。出
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开启全球经济
治理新动能。这次访问释放出中国深化伙伴关
系、坚持多边主义的明确信号，凝聚起维护共
同安全、谋求普惠发展的有力共识，为国际形
势乱局注入了稳定性，为世界经济困局提供了
指向标，为全球治理变局贡献了正能量。

6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开展 40余场
双多边活动，同多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
以及往访国各界人士沟通交流，加深理解、增
进共识、维护团结、推动合作。国际舆论普遍
认为，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坚定不移支持
和平合作，坚定不移倡导开放包容，坚定不移
奉行互利共赢，“屹然砥柱立中流”，展现了应
有的大国担当，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是值
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和可靠的倚重力量。

一、巩固和深化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守望相助
的好朋友、精诚协作的好伙伴。中俄关系正处
于历史最好时期，树立了大国、邻国关系的典
范。习近平主席此访保持了两国高层交往的势

头，为中俄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俄元首沟通更加深入。中俄元首保持密

切交往，是两国关系高水平、特殊性的重要体
现。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多
场会谈会见并会见梅德韦杰夫总理，延续了良
好的工作关系和深厚友谊。抵达莫斯科当晚，
习近平主席就应邀同普京总统进行长时间会
晤，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中畅叙友谊、共商合
作。第二天大范围会谈前，两国元首又再次小
范围会面。两国元首着眼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和
当前国际形势面临的机遇挑战，就深化双边关
系、推进各领域合作以及重大国际热点问题深
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对两国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作出新的战略引领。普京总统
为习近平主席颁发俄罗斯国家最高勋章“圣安
德烈”勋章，表达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
友好情谊，显示对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

中俄互信根基更加稳固。中俄互为高度信
赖的战略伙伴。习近平主席强调，双方要把握
中俄关系发展大方向，不断深化政治和战略互
信。普京总统表示，高水平互信和完善的合作
机制是俄中关系的巨大优势。双方商定保持战
略定力，继续把两国关系作为外交优先方向，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加大相互支持。两
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批准 《中俄睦邻友好合
作条约》 新的 4 年实施纲要，对中俄关系发展
作出了全面规划。习近平主席此访既着力加强
中俄关系顶层设计，也注重夯实两国关系社会
民意基础。习近平主席会见两国友好人士和媒
体、企业界代表时强调，巩固中俄世代友好没
有休止符，希望各界人士坚持推动中俄人文交

流和务实合作，为双边关系发展添薪加柴。
中俄利益融合更加紧密。习近平主席同普

京总统、梅德韦杰夫总理就加强中俄发展战略
对接深入交换意见，俄方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
次强调全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同中方一
道促进亚欧大陆发展繁荣。中俄将继续扎实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加快
推进中国同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谈判，
同时积极探讨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
绸之路”。双方同意深化经贸、投资、能源、航空
航天、互联互通、地方、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推
进落实天然气管道、核电站、高铁、飞机制造、滨
海交通运输走廊等重大项目。两国有关部门和
企业签署一大批重点合作领域协议，成为中俄
互利互惠合作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

中俄国际协作更加同步。中俄同为世界主
要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新兴市场
国家，在国际上许多看法相同或相近。双方同
意在处理大事、要事、难事时，把彼此的沟通
协调和战略合作放在优先位置。双方将继续在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有效协作，同其他国家
一道，维护国际平衡和战略稳定，共同应对恐
怖主义威胁，推动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
元首就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发表联合
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国际和地区挑
战，凸显两国在国际变局中的稳定器作用。双
方外交部还发表联合声明，就当前朝鲜半岛局
势表达共同立场，围绕半岛核问题提出共同倡
议，积极引导问题解决的方向。

王毅说，习近平主席此次访俄再次充分证
明，深化中俄协作是两国民心所向，是双方坚定

的战略抉择，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
俄关系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基础上
不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正在成为新型大国关
系的典范，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发展潜力。

二、拓展和提升中德全方
位战略合作

中德两国是世界第二和第四大经济体，也
是亚欧大陆两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力量。2014
年习近平主席首次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确
立了两国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中德关
系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今年恰逢中德建
交45周年，习近平主席应邀再次访德，推动两
国全方位战略合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带动中
欧关系不断向前迈进。

规划了中德关系的前行路径。中德建交以
来，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原
则，以开拓创新精神，书写了两国交往的“成功
故事”。习近平主席同施泰因迈尔总统、默克
尔总理回顾总结两国关系发展经验，就新形势
下深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作出规划指
引，确定了两国关系未来5年发展目标。习近平
主席提出，双方要坚持走开放、创新、共赢的
合作之路，以更加宽广胸襟和更加开阔视野谋
划中德关系蓝图，得到德方积极响应。双方就
提升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丰富人文交
流、加强国际合作达成新的共识，同意用好政
府磋商以及外交、安全、财金、人文等双边交
流机制，照顾彼此关切，妥善处理分歧，进一
步提升中德关系的层次和水平。

（下转第二版）

屹 然 砥 柱 立 中 流
——外交部长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德国并出席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

本报广州7月9日电
（记者李刚） 今天广州海
洋地质调查局通报：南海
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程全
面完成预期目标，第一口
井的试开采产气和现场测
试研究工作取得圆满成
功，并实施关井作业。试
采井连续试开采60天，累
计产气超过 30万立方米，
取得了持续产气时间最
长、产气总量最大、气流
稳定、环境安全等多项重
大突破性成果，创造了产
气时长和总量的世界纪
录。

本次试开采作业区位
于珠海市东南 320千米的
神狐海域。3月28日第一
口试开采井开钻，5月 10
日下午 14 时 52 分点火成
功。截止7月9日14时52
分，中国天然气水合物试
开采累计产气量超过 30
万 立 方 米 ， 平 均 日 产
5000 立方米以上，最高
产量达 3.5 万立方米/天。
获取科学试验数据 647万
组，为后续的科学研究积
累了大量的翔实可靠的数
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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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兰高铁开通运营宝兰高铁开通运营

7月9日，随着首趟动车组列车——西安北至兰州西D2651次列车缓缓驶出西安北站，宝鸡至兰州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中国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中的“八纵八横”中最长的“一横”自此纵贯东西，这也标志着中国西北地区开始全面融入全国高速铁路网。图为动车组穿行于陕甘交
界的秦岭山脉东岔车站。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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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