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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柬埔寨王国首相洪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对柬埔寨王国进行正

式访问。访问期间，李克强总理同洪森首相举行会谈，会见西

哈莫尼国王，并分别向柬埔寨独立纪念碑和西哈努克太皇纪

念雕像敬献花圈。

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

入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有力地推进了中柬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

二、中方热烈祝贺柬埔寨在国家建设事业和对外交往合

作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重申尊重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

完整，支持柬埔寨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将

全力为柬埔寨维护稳定、实现发展、改善民生提供帮助。中方

衷心祝愿并相信，在西哈莫尼国王庇佑下，在以洪森首相为首

的王国政府领导下，柬埔寨国家建设将取得新的成就，柬埔寨

人民的生活将更加美好。

柬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圆

满成功，高度评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

中国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

务，这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柬方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实现

中共二十大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柬方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发展进步提供新的

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提

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强调愿同中方加强交流互鉴，共同

丰富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为两国和地区人民谋福祉。

柬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损害中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反对

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支持中国维护核心

利益，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中方对此

表示高度赞赏。

三、2022 年是西哈努克太皇诞辰 100 周年，2023 年是中柬

建交 65 周年。双方一致认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

领导人和诺罗敦·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中柬

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

主席和柬埔寨领导人引领下，中柬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命运

共同体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下转第四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联合公报

本报金边 11月 11日电 （记者白阳、赵益普）

当地时间 11 月 11 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金

边王宫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

李克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西哈莫尼国王

的亲切问候，以及中方对莫尼列太后的良好祝

愿。李克强表示，中柬传统友谊深厚，是好朋友、

好兄弟、好伙伴，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

高度赞赏柬王室为传承中柬友好、推动两国交流

合作作出的积极贡献，愿为柬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柬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

互信合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李克强指出，我此次对柬埔寨的正式访问取

得积极成果，有利于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持续稳定

发展。在即将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上，中方期待同与会各方聚焦维护和平稳定，促进

经济增长，开展建设性对话，加强各领域务实合

作，对外发出东亚国家团结协作、共谋发展、共迎

挑战的积极信号，为增进地区国家和人民的福祉

贡献力量。

西哈莫尼请李克强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

祝愿，代表柬埔寨人民热烈欢迎李克强总理率团

访柬。西哈莫尼表示，柬中友好源远流长，两国老

一辈领导人缔结的传统友谊惠及两国和两国人

民。莫尼列太后和我非常珍视同中方的友谊。感谢中方为柬

方提供全方位和各领域支持，帮助柬维护和平、实现团结和发

展。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建设更加紧密的柬中

命运共同体，愿同中方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双方传统友谊，推动

两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肖捷参加会见。

日前，陪同访柬的李克强总理夫人程虹在金边王宫会见

了柬埔寨太后莫尼列。

李 克 强 会 见 柬 埔 寨 国 王 西 哈 莫 尼

当地时间 11 月 11 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金边王宫会见柬埔

寨国王西哈莫尼。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本报金边 11 月 11 日电 （记者白阳、赵益普）当地时间

11 月 11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金边会见出席东亚合作领导

人系列会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李克强表示，中新是近邻，双方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成

果丰硕。中方愿同新方密切高层交往和各层级交流，深化重

点领域务实合作，提升双方合作水平。

李克强指出，新加坡是中国的重要外资来源国，双边贸

易额有望实现新的突破。希望双方早日达成自贸协定升级

后续谈判，共同落实好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规划，建设

好天津生态城，打造双边合作旗舰项目，切实维护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畅通，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方根据疫情

形势变化优化防控措施，愿增加中新之间的直航航班，更好

便利双方人员往来，并为新加坡留学生返华复课积极提供

便利。

李克强强调，中方愿同包括新方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进

一步增进互信，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持续

稳定发展。

李显龙表示，尽管地区和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但新中

友谊与合作没有改变。面对新形势，新方愿同中方用好两国

合作平台，深化自由贸易、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为

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欢迎中方申请加入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新方支持中方加入《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肖捷参加会见。

本报金边 11 月 11 日电 （记者白阳、赵益普）当地时间

11 月 11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金边会见出席东亚合作领导

人系列会议的越南总理范明政。

李克强表示，中越是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双方

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广阔。前不久，阮富仲

总书记应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邀请成功访华，双方达成重

要共识。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越关系，愿同越方保持高层交

往，巩固政治互信，增进交流互鉴，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推

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李克强指出，中越两国合作基础深厚，优势互补，产业融

合度高。双方要抓住两国共同发展的机遇，深化基础设施建

设等领域合作，持续提升两国贸易规模和水平，实现互利双

赢。中方根据疫情形势变化优化防控措施，愿提升口岸通关

便利化，逐步增加中越间直航航班，更好便利双方人员往来，

并为越南留学生返华复学积极提供便利。

李克强强调，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深

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助力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

祉，积极推进海上合作，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向世界发出地区稳定发展的信号。

范明政感谢中方为阮富仲总书记访华给予的友好接待，

表示越方始终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对外政策头等优先，支持

中方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和

各层级交流，加强经贸、投资、物流、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海洋

经济等领域合作，深化国际和地区事务沟通协调，妥善管控分

歧，推动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

肖捷参加会见。

李克强分别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越南总理范明政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

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齐聚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第 25 次中国—东

盟领导人会议。

满意地忆及 2021 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

念活动及反映在纪念峰会联合声明中的重大成就，特别是

宣布建立有意义、实质性、互利的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

忆及双方近年来共同制定的重要文件，包括《中国—东盟

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

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中国—东盟关于合作支持〈东盟全面

复苏框架〉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加强中国—东盟绿色与可持

续发展合作的联合声明》；

重申《联合国宪章》、《东盟宪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

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东亚峰会互利关系原则宣言（巴厘

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中体现的原则、共同价值观和

规范；

支持东盟在塑造区域架构中发挥引领作用，通过东盟主

导机制促进双方密切合作； （下转第五版）

关于加强中国—东盟共同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

当地时间 11 月 11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金边会见

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当地时间 11 月 11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金边会见

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越南总理范明政。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尊敬的洪森首相，

各位同事：

很高兴同大家相聚在美丽又充满活力的金

边，出席第 25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感谢

洪森首相和柬埔寨王国政府为会议所作的精心

准备和周到安排。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启动对话关系以来，中

国和东盟携手前行、相互成就，互利合作全面推

进，不断取得丰硕成果，树立了地区合作共赢、共

同发展的典范。去年 11 月，双方举行建立对话

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正式宣布建立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提出共建和平、

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中国—东盟

关系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双方友好合作揭开了

充满希望的新篇章。

战略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和东盟国家

高层交往密切，双方全面战略合作内涵更加丰

富，有力带动了东亚整体合作，成为地区共同发

展的引领者。双方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东

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宗旨，和睦相处、平等相待，

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分歧，政治互信持续深化。我

们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守护了东亚“和平绿洲”，

为地区安全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共同发展势头愈发强劲。疫情发生近 3 年

来，中国东盟贸易逆势增长，目前已互为最大贸易

伙伴，双向贸易额连创新高，2022 年前 10 个月已

达 79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8%。我们共同推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实施，合力建设

全球最大规模自贸区，开放联动发展迈上新台阶。

互联互通成果尤为丰硕。柬埔寨迈入“高速

时代”，金港高速公路通车。中老铁路助力老挝

实现“陆联国”梦想。东盟首个高铁雅万高铁即

将试运营，中老泰铁路、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建

设提速。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园”做大做强。国

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高效联通欧亚。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取得标志性成果。

安全合作进展更加积极。防长会晤、海上联

演、军官智库交流等军事安全合作迈出坚实步

伐，打击跨国犯罪、防灾减灾等领域务实合作亮

点纷呈。

人文交流纽带日益牢固。我们克服疫情困

难，线上线下交往势头回升向好。东盟留学生返

华复课有序推进，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扩大招

生。双方正加紧优化签证政策、调增航班等措

施，便利商务人员往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

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中心等进一步挖掘平

台潜力，助力民心相通。

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战略谋划，强调中国

将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

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

改革开放基本国策，致力于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各位同事！

当前国际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

素增多，疫情冲击犹存，经济复苏低迷，冷战思维回潮，多边治

理失序，全球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平稳定的环境是

发展的前提，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是各国共同而紧迫的任

务。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践

行多边主义，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同守护世界和平安

宁。中方呼吁各方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畅通，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以团结协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包容可持续发展。

中国与东盟是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全面战略伙伴，选边

站队不应是我们的选择，开放合作才是克服共同挑战的必由

之路。中国将继续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

边外交方针，视东盟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坚定支持东盟在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东盟目前正加紧制定东盟

共同体后 2025 愿景，建设以人民为中心、更可持续的共同

体。中国正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

现现代化、让全体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是双方共同的奋斗目

标。新形势下，我们要不断深化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坚定不

移聚焦发展，聚焦合作，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同迈向现代

化，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

运共同体。为此，我愿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面对全球性的困难和挑

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要秉持发展优先，深入对

接发展战略，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刚刚发表了《关于加强中

国—东盟共同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要认真加以落实，以

实施《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为契机，推动务

实合作提质增效。我们还要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并同东盟印太展望开展互利合作。中方欢迎东盟 10 国

全部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将设立中国东盟共同发

展专项贷款。中方欢迎双方就《中国东盟技术合作协议》达成

一致，愿持续加大对澜湄合作和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投

入，助力东盟缩小发展差距。中方散发了“落实《中国—东盟

关于合作支持〈东盟全面复苏框架〉的联合声明》清单”，愿以

现有合作成果为起点，进一步加大疫后复苏合作。

二是不断增强发展动能。中国东盟合作互补性强、活力

足。双方要深挖合作潜力，完善区域合作平台、创新合作机

制，厚植发展优势，聚焦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新型工业

化、数字化、低碳化、农业现代化五大愿景开展合作，提升整体

竞争力，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我们已共同宣布中

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谈判正式启动，要以此为契机，提升贸易

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实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深层次

嵌合，让更多东盟企业分享中国机遇。欢迎更多东盟国家参

与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推动更加高效更具韧性的区域

互联互通。中方倡议以“智慧海关、智能边境、

智享联通”为重点，提升贸易安全便利化水平。

欢迎双方签署《关于加强卫生与植物卫生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要加强协调，共同确保边境口

岸“能开尽开”，提高通关效率。

——推进新型工业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给

各国发展带来宝贵机遇，要积极把握机遇，促进

产业优化升级。中方愿同东盟一道加快建设

“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提高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效益。中方正式设

立运营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二期，支持东盟

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等领域重大项目。明年还

将举办中国东盟新兴产业论坛，促进信息通信、

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合作。中方愿实施好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转移专项行动，探索在

东盟国家建立区域技术转移合作平台。

——加速数字化转型。中国愿与东盟围绕

建设好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进一

步加强电子商务合作，发展跨境电商、智慧物流

等新业态新模式，深化数字互联互通和数字转

型合作。中方将实施“中国东盟数字人才培养

计划”，未来 3 年为东盟国家培训 1000 名数字人

才，支持浙江等数字经济先行省份发挥优势，加

强同东盟交流合作。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低碳化。中方愿在

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框架下提供资金支

持 ，面 向 东 盟 开 展 全 球 发 展 倡 议 示 范 合 作 项

目。建议双方在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

发展十年”框架下开展合作，为构建蓝色经济伙

伴关系提供助力。欢迎双方就共建中国东盟清

洁能源合作中心达成初步共识，期待中心早日

建成。中方将举办中国东盟能源转型圆桌会，

开展清洁能源能力建设培训。中方散发了“中

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事实清单”，期待进一

步加强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

——加快农业现代化。确保粮食安全是我

们的首要任务，要共同落实好《中国—东盟粮食

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提升地区粮食安全保障

水平，将 20 亿民众饭碗牢牢端在手上。我们确

定 2023 年为“中国东盟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合

作年”，要重点深化农业绿色发展、减贫与乡村

振兴、数字农业与智慧农业等领域合作。

三是持续夯实发展支撑。人民健康是发展

的重要基础。中方将落实好支持东盟抗疫合作

项目，期待尽早续签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谅解备

忘录，加快建设公共卫生科技合作中心，巩固区

域 公 共 卫 生 安 全 屏 障 。 人 才 是 发 展 的 第 一 资

源。中方将实施“中国东盟人力资源质量提升

计划”，助力东盟人力资源开发。中方发布了

“支持东盟青年年活动清单”，愿加大双方青年互动交流，落实

好“大榕树—中国东盟青年语言互通计划”、“中国东盟青年领

导人千人研修计划”等活动。人文交流为共同发展提供不竭

动力。中国愿在做好防疫工作前提下为东盟留学生返华复课

提供最大便利，实现“愿返尽返”。支持东盟旅游复苏计划，愿

加快商谈建立中国东盟旅游部长会议机制。中方将在未来五

年为东盟执法人员每年提供 1000 人次短期培训和 20 个来华

学历教育名额。中方将再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增资，加大支

持各领域务实合作项目。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扩大人民币跨境

结算，充分发挥中国东盟银联体等机制作用，共同维护区域金

融稳定。

四是加强多边发展治理协作。全球治理迎来“亚洲时

刻”，中方全力支持柬埔寨、印尼、泰国分别办好东亚合作领导

人系列会议、二十国集团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期待各场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中方支持东盟共同体建

设，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支持做大做强东盟主

导、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中方愿同东盟一道，弘扬开放的区

域主义，维护好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各位同事！

今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 20 周年。《宣言》是中国

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签署的首份政治文件，是我们睦邻

友好的集中体现、合作共赢的生动写照。20 年来，我们全面

有效落实《宣言》，逐步摸索出增进互信、管控分歧的有效路

径，积累形成了对话合作、共同治理的成功经验，维护了南海

总体和平稳定。

中方欢迎会议发表《纪念〈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 20 周

年联合声明》，高度评价“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积极进展。

这展示了我们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意志和决心。我们完

全有信心、有智慧、有能力把解决南海问题的钥匙掌握在自己

手中。有关各方应不断完善海上对话机制，推进科研、环保、

搜救、渔业、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航

行与飞越自由，保护好、利用好南海海洋资源，探讨共同开发，

造福各国人民。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根据包括《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南海

问题，共同做南海和平的守护者、南海友谊的建设者、南海合

作的践行者。

各位同事！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感谢东盟

同事十年来给予我的支持与协助。中方近十年在中国—东盟

领导人会上提出重要合作倡议 160 多项，在我们共同努力下，

落实率超过 99.5%。我很高兴参与、见证了中国东盟关系发

展的重要进程，留下了许多珍贵又美好的记忆。中国东盟关

系是互利互惠的，双方是搬不走的好邻居、信得过的好朋友、

拆不散的好伙伴。我们对中国东盟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相

信双方友好合作的道路会越走越宽，我们的共同家园将迎来

更美好的明天。

谢谢大家！

（新华社金边 11月 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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