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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 白天：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今天夜间：雷阵雨，偏南风3-4级，最低气温：18℃。明天：雷阵雨转晴，东北风4-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5℃。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张秋艳、王若乾因保管不善，将坐落于海港开发区海景怡园 217 楼 1 门 1601 号不动产

权证书号：冀（2018）海港经济开发区不动产权第 0001384 号遗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特此声明

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港经济开发区分局 2025年 5月 12日

我公司依法接受委托，定于 2025 年 5 月 22 日 9 时 30 分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佳乐牌旧机动车 1辆、大众牌旧机动车 1辆，
即日起现场展示标的，有意竞买者在中拍平台阅读并认可拍卖规则与须知
后，于 2025 年 5 月 21 日 18 时前转账竞买保证金及报名费（转账时备注竞买人
姓名和电话，以实际到账为准）并在中拍平台进行网络报名。

联系电话：0315-6070100 6936386 13722512870
唐山远通拍卖有限公司 2025年 5月 13日

拍卖
公告

唐山昊玉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陈志芳协商一致，自愿解除玉田城

市商业中心 1#-4-01-210 室，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231011342），

现申请撤销合同备案。有异议者，自公告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单位申

诉，逾期将予以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玉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 5月 8日

公
告

公
告

公
告

唐山昊玉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常冉协商一致，自愿解除玉田城市

商业中心 1#-4-01-212 室，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231011339），现

申请撤销合同备案。有异议者，自公告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单位申

诉，逾期将予以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玉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 5月 8日

唐山昊玉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常冉协商一致，自愿解除玉田城

市商业中心 1#-4-01-211 室，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231011341），

现申请撤销合同备案。有异议者，自公告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单位

申诉，逾期将予以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玉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 5月 8日

■广告

（上接第一版）

《条例》全文如下。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

（2025 年 3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批准 2025 年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领导，深入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根据《中国

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

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作

用，坚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加强督察

整改和成果运用，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

高质量发展，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

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动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第三条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遵循

下列原则：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牢

政治方向；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牢宗旨

意识；

（三）坚持服务大局，树立系统观念；

（四）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敢于

动真碰硬；

（五）坚持依规依法，做到精准科学、

客观公正。

第二章 组织领导和机构职责

第四条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

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省、自治

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

以及有关中央企业等履行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组织开展全面督察。

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延伸和补

充，对本行政区域内地市级党委和政府、

省级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省属企业等组织

开展督察。

第五条 设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

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六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指导督促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研究部署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二）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等有关情况；

（三）研究讨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制度规范、规划计划、督察报告等；

（四）听取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工作

情况汇报；

（五）研究讨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中的其他重要事项；

（六）办理党中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生态环境部，负责领

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承担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的组织实施等工作。

第八条 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安排，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组建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设组长、副

组长，具体人选根据每次督察任务确定并

授权，其中，组长由现职或者近期退出领导

岗位的正省部级领导干部担任。建立组长

人选库，由中央组织部商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组长、

副组长人选由中央组织部履行审核程序。

督察组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研究讨

论决定重大事项。组长全面负责督察组

工作，副组长协助组长开展工作。

第九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

职责是：

（一）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

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下开展督察；

（二）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领导小组报告督察情况，提出意见建议；

（三）组织形成典型案例、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问题线索清单和案卷，起草形

成督察报告；

（四）向被督察对象反馈督察意见，参

与推动督察整改和成果运用；

（五）对督察组干部进行教育、管理和

监督；

（六）办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应

当支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协助

做好相关工作。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

政府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有关部门

和单位抓好相关工作落实。

第十二条 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安排，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批准，组建省级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

第三章 督察对象和内容

第十三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

对象包括：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

（二）生态环境部、承担重要生态环境

保护职责的国务院有关部门；

（三）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环

境影响较大的有关中央企业；

（四）党中央要求督察的其他单位。

第十四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

主要内容包括：

（一）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情况；

（二）生态环境保护党内法规、法律法

规、政策制度、标准规范、规划计划、重大

改革任务的贯彻落实情况；

（三）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

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

（四）区域重大战略实施中生态环境

保护要求落实情况；

（五）环境污染防治、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生态保护修复、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

美丽中国建设方面工作情况；

（六）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

（七）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

（八）其他需要督察的生态环境保护

事项。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对象是本行政区域内地市级

党委和政府、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省

级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省属企业等。督察

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情况；

（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省级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三）贯彻落实省、自治区、直辖市党

委和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及责任

落实情况；

（四）行政区域内重点流域、区域、领

域、行业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

（五）人民群众信访举报生态环境问

题及处理情况；

（六）其他需要督察的生态环境保护

事项。

第四章 工作程序和方式

第十六条 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采取例行督察和“回头

看”、专项督察、生态环境警示片等形式。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规划计划

管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一届任期内，对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实现例行督

察全覆盖，对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

业开展例行督察。针对区域重大战略实施

中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落实情况，结合例行

督察，统筹推进流域督察和省域督察。视

情组织对督察整改情况实施“回头看”。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生态环

境警示片紧盯重点流域、区域、领域、行业

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进常态化监督。

第十七条 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包括督察准备、督

察进驻、督察报告、督察反馈等程序环节。

第十八条 在督察准备阶段，根据工

作需要组织开展问题线索集中摸排，并向

有关部门和单位了解被督察对象有关情

况以及问题线索。

第十九条 例行督察进驻期间，督察

组主要采取下列方式开展工作：

（一）听取被督察对象工作汇报和有

关专题汇报；

（二）与被督察对象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和其他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个别谈话；

（三）受理人民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方

面的信访举报；

（四）调 阅 、复 制 有 关 文 件 、档 案 等

资料；

（五）对有关地方、部门、单位以及个

人开展走访问询；

（六）召开座谈会，列席被督察对象有

关会议；

（七）下沉到被督察对象有关地方、部

门、单位开展明察暗访；

（八）针对问题线索开展调查取证，可

以责成有关地方、部门、单位以及个人就

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

（九）对人民群众举报问题的整改情

况开展抽查回访；

（十）针对督察发现的突出问题，可以视

情对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实施约见或者约谈；

（十一）其他必要的督察工作方式。

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生态环境

警示片等，根据工作需要采取相应工作方

式开展。

第二十条 例行督察期间，对督察发

现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形成典型案例并

按程序报批后公开发布。

第二十一条 督察进驻结束后，督察组

应当形成督察报告，如实报告督察发现的重

要情况和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有关

重要批示件办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督察发

现的重大情况以及流域督察综合情况等，可

以形成专题报告。督察组对督察报告、专题

报告等反映的问题，应当制作问题底稿。

督察组应当成立独立审核组，对督察

报告开展独立审核。

督察报告应当以适当方式与被督察

对象交换意见并按程序报批。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报告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讨论

后，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第二十二条 督察报告经批准后，督

察组应当及时向被督察对象反馈，指出督

察发现的问题，提出督察整改意见。

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生态环境

警示片按程序报批后，向被督察对象反馈

有关情况和问题。

第二十三条 在督察工作中，对涉及

的政策法规及其适用等情形，根据工作需

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有关部门应当依法

依规、及时、客观提出明确的、清晰的意见。

第二十四条 被督察对象应当做好督

察进驻期间人民群众信访举报生态环境

问题以及督察组交办其他问题的调查处

理，并建立完善问题整改和监督保障长效

机制，确保有关问题查处到位、解决到位。

第二十五条 督察的具体工作安排、

边督边改情况、有关突出问题典型案例、

督察报告主要内容、督察整改方案主要内

容、督察整改情况主要内容、督察问责相

关情况等，应当按照有关要求对外公开，

回应社会关切，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第五章 督察整改

第二十六条 被督察对象是督察整改

的责任主体，主要负责同志是督察整改的

第一责任人。

第二十七条 被督察对象收到督察反

馈意见后，应当组织编制督察整改方案，针

对督察反馈问题逐项明确整改实施主体、整

改目标、整改时限、重点措施和验收单位。

督察整改方案在规定时限内报党中

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

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八条 被督察对象应当按照督

察整改方案要求抓好整改落实工作。对

立行立改整改任务，应当倒排工期，加快

推进；对长期整改任务，应当根据阶段目

标任务和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对历史遗

留问题整改任务，应当有效防控生态环境

风险和社会风险，稳妥推进。

被督察对象应当对已完成的督察整

改任务进行验收销号。

第二十九条 被督察对象应当按要求

向党中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党委和政府报送督察整改情况。督察整

改任务全部完成后，向党中央、国务院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报告整

改总体情况。有关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整改工作情况应当抄报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

第三十条 督察整改工作应当建立台

账，实施清单化管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有关工作机构

定期调度本级督察整改工作进展，并组织

日常盯办、强化抽查。

对整改不力的，视情采取通报、督导、

约谈、专项督察等措施。对整改成效突出

的，及时形成正面案例并进行宣传，发挥

激励先进、交流工作、引领带动作用。

第六章 督察成果运用

第三十一条 建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线索移

交机制。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整

改中发现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失职

失责情况，督察组应当形成有关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线索清单和案卷，移交

被督察对象，同时按照有关权限、程序和

要求移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

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

依规依纪依法严肃、精准、有效组织

开展追责问责。督察移交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问题追责问责工作方案作为单

独部分纳入督察整改方案，追责问责情况

与督察整改情况一并上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

监督指导省、自治区、直辖市纪检监察机

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开展追责问责工作，

对重点责任追究问题进行督办，防止问责

不力或者问责泛化、简单化。对于滥用问

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造成

不良影响的，应当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三十二条 中央组织部按照干部管理

权限，将督察结果和督察整改工作有关情况

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考核评

价、选拔任用、管理监督、表彰奖励的重要依

据，加强督察结果在干部管理工作中的运用。

第三十三条 对督察发现需要开展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移送省、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依照有关规定索赔追偿；需要

提起公益诉讼的，移送检察机关等有权机

关依法处理。

对督察发现涉嫌违纪违法犯罪的，按

照有关规定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或者司法

机关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第三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

结合实际加强督察成果运用，对督察及整

改中发现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失职

失责情况，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第七章 队伍建设和纪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领导小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机制应当加强对督

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整体谋划，结合督察工

作特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强化督察

支撑保障和能力建设，加强新技术应用，

建设与督察任务相适应的高素质专业化

干部队伍，加强规范管理，加大教育培训、

轮岗交流力度。

第三十六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成员以生态环境部所属区域督察机构

人员为主体，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人

员、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相关机构人

员、有关专家等根据需要参加督察，建立

督察人才库和专家库。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成员应当

具备下列条件：

（一）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坚持原则，敢于担当，依规依法

办事，公道正派，清正廉洁；

（三）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

严守党和国家秘密；

（四）熟悉有关党内法规、法律法规、

政策制度，具有履行督察职责的专业知识

和较强的发现问题、沟通协调、文字综合

等能力；

（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和心理素质。

抽调人员参加督察工作，应当按照上

述条件，严把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作

风关、廉洁关。

对不适合从事督察工作的人员，应当

及时予以调整。

第三十七条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应当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

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要求，坚决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

之风，严格落实各项廉政规定。

督 察 进 驻 期 间 严 格 执 行 民 主 集 中

制、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回避、保密等制

度规定。督察组不得干预被督察对象正

常工作，不处理被督察对象的具体问题，

不得向被督察对象提出与督察工作无关

的要求。

第三十八条 督察组督察进驻期间应

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临时党支部，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落实“一岗双责”，自觉接受

各方面监督，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督察工作。

任 何 单 位 和 个 人 对 督 察 组 及 其 成

员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有权提出检举、

控告。

第三十九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不按规

定协助、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造成严

重后果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

员的责任。

第四十条 督察组成员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视情节轻重，依规依纪依法给予批评

教育、责令检查、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

务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工作要求开展督察，导致

应当发现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没有发现；

（二）不如实报告督察情况，隐瞒、歪

曲、捏造事实；

（三）泄露与督察工作相关的国家秘

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等未公开信息；

（四）工作中超越权限或者不按照规

定程序开展督察工作，造成不良后果；

（五）利用督察工作的便利谋取私利

或者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六）其他违反督察工作纪律的行为。

第四十一条 被督察对象应当自觉接

受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积极配合督察工

作。被督察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

节轻重，对该党政领导班子、相关部门（单

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或者其他有关责

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给予批评教育、责

令检查、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故意提供虚假情况，隐瞒、歪曲、

捏造事实；

（二）拒绝或者故意不按照要求向督

察组提供有关文件资料；

（三）指使、强令有关单位或者人员干

扰、阻挠督察工作；

（四）拒 不 配 合 现 场 检 查 或 者 调 查

取证；

（五）组织领导督察整改不力，落实督

察整改要求不到位，敷衍应对、虚假整改；

（六）对反映情况的干部群众进行威

胁、打击、报复、陷害；

（七）平时不作为而采取集中停工停

产停业等“一刀切”方式应对督察；

（八）其他干扰督察工作的情形。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地市级及以下地方党委

和政府应当依规依法加强对下级党委和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监督。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由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2019 年 6 月 6 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规定》同时废止。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政府（“美国”），

认识到双边经贸关系对两国和全球经济的重

要性；

认识到可持续的、长期的、互利的双边经贸关系

的重要性；

鉴于双方近期的讨论，相信持续的协商有助于解

决双方在经贸领域关切的问题；

本着相互开放、持续沟通、合作和相互尊重的精

神，继续推进相关工作；

双方承诺将于 2025年 5月 14日前采取以下举措：

美国将（一）修改 2025 年 4 月 2 日第 14257 号行政

令中规定的对中国商品（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

特别行政区商品）加征的从价关税，其中，24%的关税

在初始的 90 天内暂停实施，同时保留按该行政令的

规定对这些商品加征剩余 10%的关税；（二）取消根据

2025 年 4 月 8 日第 14259 号行政令和 2025 年 4 月 9 日

第 14266 号行政令对这些商品的加征关税。

中国将（一）相应修改税委会公告 2025 年第 4 号

规定的对美国商品加征的从价关税，其中，24%的关

税在初始的 90 天内暂停实施，同时保留对这些商品

加征剩余 10%的关税，并取消根据税委会公告 2025

年第 5 号和第 6 号对这些商品的加征关税；（二）采取

必要措施，暂停或取消自 2025 年 4 月 2 日起针对美国

的非关税反制措施。

采取上述举措后，双方将建立机制，继续就经贸

关系进行协商。中方代表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美

方代表是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贾

米森·格里尔。协商可在中国、美国，或双方商定的第

三国进行。根据需要，双方可就相关经贸议题开展工

作层面磋商。

新华社日内瓦5月12日电

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 新华社北京5月 12日电 当地时间 5 月 10 日至 11 日，中美经贸中

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双方围绕

落实今年 1 月 17 日中美元首通话重要共识进行了坦诚、深入、具有建

设性的沟通，在经贸领域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当地时间 5 月 12 日上

午 9：00，双方发布《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就此发表谈话。

2025年4月以来，美国政府在此前单边加征关税的基础上，又对华加

征所谓“对等关税”，中国进行了坚决正当反制。随后美方轮番升级关税

措施，将对华“对等关税”税率从第一轮的 34%先后提升至 84%和 125%。

美高额关税严重损害双边正常经贸往来，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本次

会谈达成了联合声明，是双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分歧迈出的重要一

步，为进一步弥合分歧和深化合作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达成多项积极共识。双方认识到双边经贸关

系对两国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到可持续的、长期的、互利的双边

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本着相互开放、持续沟通、合作和相互尊重的精

神，继续推进相关工作。双方同意共同采取以下措施：

美方承诺取消根据 2025 年 4 月 8 日第 14259 号行政令和 2025 年 4

月 9 日第 14266 号行政令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共计 91%的关税，修改

2025 年 4 月 2 日第 14257 号行政令对中国商品加征的 34%的对等关

税，其中 24%的关税暂停加征 90 天，保留剩余 10%的关税。相应地，中

方取消对美国商品加征的共计 91%的反制关税；针对美对等关税的

34%反制关税，相应暂停其中 24%的关税 90 天，剩余 10%的关税予以

保留。中方还相应暂停或取消对美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

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就经贸领域各自关切保持

密切沟通，开展进一步磋商。中方代表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美方

代表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双方将定期或不定期轮

流在中国、美国开展磋商，或在商定的第三国开展磋商。根据需要，双

方可就相关经贸议题开展工作层面磋商。

本次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大幅降低双边关税水平，

美方取消了共计 91%的加征关税，中方相应取消了 91%的反制关税；美

方暂停实施 24%的“对等关税”，中方也相应暂停实施 24%的反制关税。

这一举措符合两国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期待，也符合两国利益和世界共

同利益。希望美方以这次会谈为基础，与中方继续相向而行，彻底纠正

单边加税的错误做法，不断加强互利合作，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

定、可持续发展，共同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表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