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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D A I L Y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 （记 者 钱

彤 谭晶晶 白洁） 中 国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9 日出席在钓鱼台国宾馆芳华苑
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
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并发
表题为 《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的
致辞。习近平回顾了建交 35 年来中美关
系发展取得的成就，强调中美双方要审时
度势，登高望远，相互尊重，增进互信，
加强合作，携手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习近平指出，35 年来，中美关系虽
然历经风风雨雨，但总体是向前的，得到
了历史性发展，两国利益深度交融。中美
合作不仅造福中美两国人民，而且促进了
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历史
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
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
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
灾难。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双方更应该
登高望远，加强合作，坚持合作，避免对
抗，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

习近平表示，发展中美关系要顺时应
势，与时俱进。35 年来，尽管国际环境
和中美各自国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中
美关系能克服困难、不断前行，其原因就
是两国几代领导人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不
断赋予中美关系新的内涵和动力。今天，
我们双方更应该审时度势，转变思路、创
新思维，不断开创两国合作新局面。

习近平强调，我同奥巴马总统达成共
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
识，这是双方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从
两国国情和世界形势出发，共同作出的重
大战略抉择，符合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根
本利益，也体现了双方决心打破大国冲突
对抗的传统规律、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
式的政治担当。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
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现
成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有问题并不可
怕，关键是我们要共同解决问题。展望今
后一个时期，我愿意谈几点看法和主张。

第一，增进互信，把握方向。中国正
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
环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

美双方应该加强对话，增信释疑，促进
合作。

第二，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中美
双方应该坚持从大处着眼，把握构建新
型大国关系总目标，认清两国共同利益
远远大于分歧，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
整，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善于
管控矛盾和摩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以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不
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

第三，平等互利，深化合作。中美
双方应该不断挖掘合作潜力、培育合作
亮点，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深化两
军对话，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
义，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在重大国
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

第四，着眼民众，加深友谊。中美
友好的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年。中美

双方应该鼓励和扩大两国人民友好往来，
拓宽地方、智库、媒体、青年、社会各界
交流渠道，不断夯实中美友好的社会和民
众基础。

习近平指出，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人文
交流高层磋商是中美之间参与部门最多、
讨论议题最广的重要平台。希望双方立足
现实、着眼长远、深入沟通、相向而行，
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更多正能
量。

习近平最后强调，构建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是一种使命和责任。让我们用积
土成山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携手推
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努力开创中美关
系更加美好的明天。（致辞全文另发）

美 国 总 统 奥 巴 马 在 书 面 致 辞 中 表
示，美中两国联系不断加强，经济相互
依存日益加深，双方需要围绕共同利

益、共同责任和共同挑战建设两国关
系。美方欢迎一个稳定、和平、繁荣的
中国，致力于同中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
关系，加强务实合作，以建设性方式处
理分歧。我和习近平主席保持着交往和
沟通，以确保美中关系稳定、充满活
力、富有成效。我期待着今年 11 月访问
北京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我们应该利用本轮对话和磋商证
明，美中双方决心让合作成为美中关系
的主旋律。

本 轮 中 美 战 略 与 经 济 对 话 分 别 由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
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与奥巴马总统特
别代表、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雅各布·
卢共同主持。本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
商由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美国国务卿
克里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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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免征新能

源汽车车辆购置税。新的扶持政策，对新能源汽

车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2009 年起，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一直呈现增长

态势，但相对于我国 2000 万辆的汽车年销售总量

来说，增幅可谓微乎其微。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

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的比重仅为0.18%。

总体来看，发展受阻的原因有很多，如关键技

术、价格、地方保护政策、配套设施不完善等，这些

瓶颈不突破，新能源汽车行业很难有大的发展。

但其中，政策的明晰程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行为。因此，在这种

背景下，国家宣布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对

于拉动国内市场需求、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

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这种让利于民的政策，不仅表明了政府层面

大力推行节能环保、低碳出行的决心与信心，更消

除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政策的猜疑与困惑，激

励更多消费者选择使用新能源汽车。可以预见，

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新能源汽车行业定

能展现出更加强劲的发展后劲，为可持续发展增

添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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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埃塞俄比亚总统会谈

习近平会见俄总统办公厅主任

习近平会见澳大利亚前总理
（详见二版）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详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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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产业促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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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iBi育成中心融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知识产
权转化三者为一体，去年9月开园来，仅半年时间就实
现了网络交易额过千亿元的目标。银川市正抢抓“一路
一带”建设等重大机遇，扩大开放。通过发展占地少、资
源和能源消耗小的轻资产业态，加快升级步伐。

在当前国际格局下，中美关系的深入发展，需
要双方按照两国领导人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达成的重要共识，始终坚持增进和积累互信，扩大
利益契合点，加强合作，多栽花、少栽刺，排除干
扰，避免猜忌和对抗。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居
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2.3%，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1.8%。这表明上半年
物价总水平基本运行在合理区间，符合宏观调控
预期，上半场物价“上限”轻松守住了。

物价总水平轻松守住“上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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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路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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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的黔中大地，绿满高原。多彩
贵州，让人沉醉。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贵州的优势所
在。近年来，贵州森林覆盖率以每年 1
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去年达 48%；全
省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纳 入 监 测 的 13 个 城
市，12 个达国家二级标准，增加 6 个；
单位能耗持续下降。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跨越发展的
潜力所在。近两年，贵州主要经济指标
增速连续位居全国前列。2013 年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 12.5%，拔得全国头筹。

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表示，“同步

小康，我们加快发展的任务艰巨，但再
难也绝不能牺牲环境图一时之快。我们
将坚定不移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经济社
会 发 展 ， 坚 持 融 经 济 发 展 于 生 态 建 设
中，走转型发展、集聚发展、和谐发展
的绿色增长之路。”

追求质量和效益，既要青
山绿水，又要金山银水

在大力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两
大战略的今天，贵州能否守好生态，不少
人心存疑虑。

贵州用实际行动化解疑虑。贵阳曾经
位登“全球十大污染城市”和“全国三个
酸雨污染最严重城市”榜单，如今却是全
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爽爽的”中
国避暑之都。

贵阳的绿色转身源于建设生态文明城

市的实践，并由此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
发展与生态质量明显改善的双赢。

“1 吨磷矿石原矿只能卖 300 多元，
加工成黄磷可以卖 1300元，加工成农药
级磷酸盐可以卖 2800元，加工成电子级
磷化工产品则能卖到 1 万元以上。”贵州
路发实业公司此前“靠矿吃矿”,每年卖
原矿产值 2 亿多元，后来投资 3 亿元上
了磷化工装置，投产第一年就实现产值
13 亿元。目前，贵阳要求新上项目中磷
矿资源就地转化率必须达到 100%。

既要青山绿水，又要金山银水，不
仅是贵阳，也是整个贵州的选择。

围绕煤、磷、铝等优势资源的开发，
贵州坚持煤电铝、煤电磷、煤电钢、煤电
化“一体化发展”，带动资源深加工，促进
转型升级。贵州瓮福集团自主研发选矿
技术，实现了废水循环的“南水北调”与
整个矿、肥系统的“零排放”，厂区变“黑”

为“绿”，依托该公司打造的煤电磷一体
化资源深加工千亿元级产业园区，目前
已具雏形。

地处良好的高原生态，贵州还重点
打造了烟、酒、茶、多彩贵州旅游、中
药材产业等“五张名片”，使特色产业更
特、优势产业更优。

发展的贵州，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拉动作用不可替代。近年来，贵州的
引资力度前所未有，但并没有“饥不择
食”，而是有选择的“招商选资”。如
今，高性能铝合金及其制造工艺等新产
品、新技术，都烙上了“贵州创造”的
印记；中国电信、联通、移动的数据中
心，中关村科技园等一批高精尖项目相
继落户贵州。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仅贵
阳市每年否决的“两高一资”项目，投
资总额就超过 300亿元。

(下转第四版)

坚守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谋跨越——

多 彩 贵 州 生 态 成 金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详见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