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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 房伟）“长三角地区港口在
不断加强合作的同时，竞争也愈加激烈，离长三角区
域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要求仍有差距。”全国人大
代表、中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总经理吕亮功昨日建
议，应研究编制长三角地区港口布局规划，加快推进
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建设。

吕亮功说，长三角港口群承载了长三角区域及
其辐射的内陆腹地区域对外物流门户枢纽作用。近
年来，以上海港、宁波舟山港两个世界级大港为龙头
的长三角港口群发展比较迅速，规模不断扩张，竞争
非常激烈。

“在此新形势下，研究编制长三角地区港口布局

规划，可提升我国物流价值链国际竞争力，明确我国
港口群转型升级方向，引领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
设，增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吕
亮功说。

吕亮功表示，长三角港航一体化必须实现优势
互补、分工协作，从港口布局与功能布局看，上海港
应重点发展集装箱业务，宁波舟山港应发展涵盖大
宗散货和集装箱的港口全要素功能，江苏的港口应
大力发展近洋运输；从航运服务功能布局看，上海应
大力推动现代航运服务产业发展，浙江应重点打造
国际海事服务基地，江苏应建立长江航运交易市场
等。

在国家层面的具体措施上，吕亮功建议，由中央
层面设立相应的长三角港口集群管理机构，统筹规
划区域港口和临港产业布局，并积极争取国家主要
部委在港口规划、航道发展、口岸政策等方面的支
持。

吕亮功还建议，健全长三角区域通关一体化的
制度和政策保障，完善跨关区执法协调机制，构建关
区、管区和地区“三区联动”的管理体制；促进长三角
区域港航产业发展的政策互惠共享，尽快复制推广
上海和浙江自贸试验区的成熟做法，探索建立港航
产业优惠政策共享机制。

3月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两会新闻
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
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凤凰卫视记者：我们都很关心孟晚舟案。很多
舆论都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很明显美国在对中国的
高技术企业进行打压。您怎么看？

王毅：只要秉持客观公正立场都不难看出，最近
针对中国特定企业和个人的行为根本不是什么单纯
的司法案件，而是蓄意的政治打压。对此，我们已经
并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
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这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职
责。同时，我们也支持相关企业和个人拿起法律武
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不当“沉默的羔羊”。

公道自在人心，正义终将到来。我们今天要维
护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权益，而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正当发展权利，更是世界上所有希望提高
自身科技发展水平国家的应有权利。我们希望各方
都能够遵守规则，摒弃偏见，共同为各国企业营造一
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共同为各国人士提供一个
安全可靠的交往环境。

新华社记者：在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影响国际
合作背景下，中方正日益成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
的带头人。中方未来将如何维护多边主义？

王毅：这几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断抬头，
时而来势汹汹。但令人欣慰的是，面对这股逆流，越
来越多的国家公开站出来予以抵制和反对。大家都

意识到，身处全球化时代，彼此命运相连，休戚与共，
需要的是团队精神，而不是各行其是；是同舟共济，
而不是独善其身。坚持多边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
的广泛共识。中方始终认为，多边主义是现有国际
秩序的基石。只有坚持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才能逐
渐实现民主化，国际格局才能逐步走向多极化。我
们将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继续站在历
史前进的正确方向一边，站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
同利益一边，与各国一道，本着多边主义的理念，坚
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
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路透社记者：现在美国内有人对中国有越来越
多的疑虑，摩擦和冲突增多。您是否认为中美两国
正在走向冲突？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王毅：中美关系历来合作与摩擦并存，但合作始
终大于分歧。近段时间，两国间的问题和矛盾确有
所增多。但历史地看，这一现象并不代表中美关系
发展的大趋势。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仍然秉持积
极的预期，相信两国人民也是如此。我们认为，中美
两国不会也不应走向对抗，重拾冷战旧思维违背时
代潮流，没有出路，更不得人心。

中美两国的利益已经高度融合。去年中美双边
贸易额超过63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400
亿美元，人员往来超过500万人次。美国几乎所有
大公司在中国都有业务，所有的州与中国都有合
作。个别人声称要让中美“脱钩”，这显然是不现实
的。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与未来“脱

钩”。某种意义上，也是与世界“脱钩”。
合作仍是中美关系的主流。这既是两国领导人的

共同认知，也是双方各界有识之士的一致共识。最近中
美经贸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得到两国各界以及国际社
会的欢迎。这表明，只要坚持相互尊重，致力于平等协
商，任何难题都能够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中国日报》记者：一段时间以来，对“一带一路”建
设有不少质疑和指责，如“债务陷阱论”“地缘政治工具
论”等。您对此如何回应？

王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年来，已经成为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目前
已有123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明确投出了信任票和支持票。

“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黄金法则，
给各方带来的是满满的发展机遇。通过“一带一路”合
作，东非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
海大桥，白俄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哈萨
克斯坦第一次有了出海通道，东南亚正在施工建设高
速铁路，中欧班列成为亚欧大陆上距离最长的合作纽
带。在肯尼亚，被称为“世纪工程”的蒙内铁路建成通
车，累计为当地创造了近5万个工作岗位，拉动经济增
长1.5个百分点。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工人和当地人
民一道，用900天时间建成19公里长的隧道，使偏远地
区的人民坐火车仅用900秒就能穿越崇山峻岭。大量
的事实证明，“一带一路”不是债务的“陷阱”，而是惠民
的“馅饼”；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共同发展机遇。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了各国的发展进程，改善了沿
线的民生需求，开辟了互利共赢的前景。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长的过
程。我们欢迎各方在积极参与的同时，随时提出建设
性意见，真正把共商共建共享落到实处。我们相信，在
大家共同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一定能使古老的丝
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不同民族和不同
国家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彭博社记者：去年，中国外交官与加拿大、瑞典等
国都发生了摩擦。为什么中国外交表现得如此强硬？

王毅：咄咄逼人从来不是中国的传统，国强必霸压
根不是我们的选择。同时，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要
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更不会容忍国家主权和尊
严遭到侵害。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任何中国外交官，
不管身处何地，都会坚定地表明我们的立场。

作为绵延5000年而未中断的文明，中国可以说是
世界上最具连续性和可预测性的国家。与不同文明
相互尊重、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与国际社会合作共
赢始终是我们坚持的信念和追求的目标。中国必将
走向强大，但不会更加强硬；中国崇尚独立自主，但不
会独断专行；中国当然要坚定维权，但不会谋求霸
权。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会根据事情本身的
是非曲直作出公正判断，都将坚持在国际法框架下依
法行事。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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