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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泰王国总理巴育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 11 月 17 日至 19 日赴泰国曼谷出席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

对泰国进行访问。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泰

国各界人士认为，今年恰逢泰中建立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 10 周年，习近平主席此访对

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深化两

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两国和地区发展注入

新动力。

“泰国各界期待这次访问进一步推动泰

中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泰国前总

理阿披实·维乍集瓦表示，泰国和中国是亲

密友好邻邦，“泰中一家亲”深入人心。新冠

肺炎疫情再次见证了两国守望相助、共克时

艰的真挚情谊。“习近平主席此访必将深化

泰中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结出更多硕果。”

“泰 国 各 界 十 分 期 待 习 近 平 主 席 的 访

问。”泰国国家研究院泰中战略研究中心副主

任唐隆功·吴森提兰谷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

将对泰中关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取得

了巨大发展成就，泰国希望借鉴中国成功经

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促进双方互利共赢。

泰国驻华大使阿塔育·习萨目认为，泰中

建交 47 年来，两国关系展现出强大生命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泰中贸易、投资、基

础设施建设等各领域合作表现出强劲韧性，

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

伦·披差翁帕迪表示，泰中两国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成果丰硕，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

机场、桥梁、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大大提

高了区域互联互通水平，有力带动了区域经

济发展。“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进一步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泰国 4.0’战略对

接，为泰中及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泰中要进一步深化互利共赢，加强两

国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数字经济、绿色经济

等新领域合作，不断做大共同利益蛋糕。”泰

国智库克朗邦雅国家战略研究所副所长优

沃迪·卡甘盖说。

泰 国 高 等 教 育 、科 研 与 创 新 部 部 长 阿

内·劳塔玛塔表示，希望泰中两国在科技创

新方面开展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合作，为

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泰国媒体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泰国之

行。”泰国知名媒体人、觉醒传媒公司创始人

兼总裁巴维·唐塔维素表示，共建“一带一路”

为泰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在泰

国深入人心。期待习近平主席的访问进一步

加强泰中人民友好交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

作，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亚洲力量。

“习近平主席访问泰国，令泰国华侨华

人欢欣鼓舞。我们坚信此访将推动泰中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泰国中华

总商会主席林楚钦表示，泰国华侨华人将以

此访为契机，积极参与两国在农产品、高科

技、新能源、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合作，为泰中

友好与经贸合作贡献力量。

（本报曼谷 11月 16日电 记者任彦、章

念生、孙广勇、赵益普、张志文、刘歌）

“为泰中及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中国主张立足当下，放
眼长远，为推动国际社会共
同解决全球发展中的重大现
实问题、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指明方向

11 月 17 日至 19 日，习近平主席将应邀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习近平

主席出席此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将有助于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发展、完

善全球治理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习近平

主席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泰国，对

引领中泰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复苏

步履艰难，地区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此

背景下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深受各方期待与关注。此次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开放、联通、平衡”为主

题，契合亚太地区发展与合作的共同需要，反

映出地区各经济体和人民的共同期盼。中方

积极评价东道主泰国为办好此次亚太经合组

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付出的努力。

亚太地区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

极，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

合作组织。长期以来，亚太经合组织倡导开

放的地区主义，探索出自主自愿、协商一致、

灵活务实、循序渐进的“APEC 方式”，具有重

要价值和强大生命力，值得各方守护践行。

中方愿同东道主泰国和其他亚太经合组织

成员一道，维护亚太经合组织正确发展方

向，推动会议聚焦亚太、聚焦发展、聚焦亚太

自贸区建设，助力本地区加快经济复苏，团

结应对紧迫挑战，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发

出亚洲声音、作出亚洲贡献。

作为好兄弟、好邻居、好伙伴，“中泰一

家亲”在两国深入人心。这种情谊植根于两

国的传统友好，得益于两国领导人对两国关

系的重要政治引领，体现为两国患难与共携

手抗疫、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并以共建中泰

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和愿景。

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农产品

出口市场和主要外资来源国。近年来，两国

经贸合作克服疫情影响逆势上扬。今年前

三季度双边贸易额已超过千亿美元，并且保

持稳定发展势头，全年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中泰同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保 持 良 好 沟 通 。 泰 国 总 理 巴 育 应 邀 出 席

习近平主席主持的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泰

国副总理兼外长敦应邀出席“全球发展倡议

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用实际行动展现泰

方 对 全 球 发 展 倡 议 的 大 力 支 持 。 习 近 平

主 席为破解全球安全困境提出的全球安全

倡议也得到泰方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响应。

今年是中泰建交 47 周年，也是中泰建立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0 周年。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中泰双方要守正创新，坚持发展

睦邻友好正确方向，坚持增进政治互信，坚

持推进互利合作，坚持深化人文交流，坚持

强化国际地区事务沟通协调，确保两国关系

行稳致远。

同心协力襄盛举，千年情谊启新程。相信

习近平主席此次泰国之行将为中泰关系长期

发展指明方向、注入动力。在中泰两国领导人

的共同引领下，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

泰关系一定会迎来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作者为中国驻泰国大使）

共襄盛举 再启新程
韩志强

■大使随笔R

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下午，习近平主席

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

会晤。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问

题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

了看法。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认

为，在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人类社会

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大背景下，中美元首探

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有利于推动中

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有利于中美

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徐步表示，元首

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对两

国关系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中美元首举行 3年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体现了

双方对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视。“习近平主席

强调，中美双方需要本着对历史、对世界、对人

民负责的态度，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

是站在时代潮头和全人类福祉的高度引领中美

关系发展，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天下情怀。”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锋表

示，中美关系能否克服严重困难，重回健康稳

定发展轨道，元首外交发挥着把舵定向的重

要作用。中美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

和平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建

设性、战略性沟通，并责成双方工作团队跟进

磋商，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符合国

际社会对中美处理好彼此关系的期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苏晓晖表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正值两国各

自完成今年国内重大议程，意义重大。中方

始终致力于从积极的角度引领和塑造中美关

系，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美方明确表示，美中双方有共同责任向世界

展示，美中能够管控分歧，避免和防止由于误

解误判或激烈竞争演变成对抗甚至冲突。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

表示，通过这次会晤，中美双方对今后一段

时间的两国关系发展进行了规划部署。在

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动荡不定的情况下，中美

两个大国的元首举行面对面会晤，本身就是

一个积极信号，能够为全球稳定增加信心，

为实现共同发展增添动力。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是两个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的大国，过去和现在

有差异和分歧，今后也还会有，但这不应成为

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任何时候世界都有竞

争，但竞争应该是相互借鉴、你追我赶，共同

进步，而不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

朱锋说，中美两国只有承认、尊重彼此

的不同，妥善管控分歧，中美关系才能健康

稳定发展。中方提出中美应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倡导中美双方应该正

确看待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确立对话

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双方

工作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工作重点，

保持对话沟通，管控矛盾分歧，推动交往合

作，为中美关系增添正能量、装上安全阀，为

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

徐步表示，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中方

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

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

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的表态将使美方进一

步认识到，“以台制华”是行不通的，任何干扰

中国统一进程的行为都必将遭到中国政府和

人民的坚决反对。美方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

策，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

一台”，不寻求把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

苏晓晖说，中方在会晤中希望美方言行

一致，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规定，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停止

虚化掏空一中政策，约束制止“台独”分裂言

行，不要让局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明

确我们的核心利益、红线，对于防止美方的

战略误判具有积极意义。”

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不是减

少了，而是更多了。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和

平共处，这是两国最基本的共同利益。中美

两国经济深度融合，面临新的发展任务，需要

从对方发展中获益，这也是共同利益。全球

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地区热点问题

也离不开中美协调合作，这还是共同利益。

双方应该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着眼大局，为

双方合作提供好的氛围和稳定的关系。

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表示，当前，全球性

挑战层出不穷，国际社会普遍希望中美共同

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中美之间的和平合作

符合双边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共同利益。

朱 锋 说 ，不 能 简 单 用 竞 争 定 义 中 美 关

系，合作始终是中美两国的最好选择。中美

双方应努力使合作清单越拉越长，不要越缩

越短。中美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

不冲突、不对抗、和平共处，在双边和多边领

域加强合作，有利于各方，开辟的是中美双

赢、世界共赢的未来。

徐步认为，中美两国元首同意继续保持

经常性联系，同时责成两国外交安全团队持

续开展战略沟通，落实达成的共识，同意双

方团队就宏观经济政策、两国经贸等问题进

行对话，共同努力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

果。协调落实在公共卫生、农业领域形成的

两份合作文件，鼓励支持开展中美人文交

流，扩大各领域人员往来，持续开展中美联

合工作组磋商，解决更多具体问题。中美双

方采取措施推进务实合作，有助于稳定中美

关系，有助于两国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真正做到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负责。

探讨新时期中美两国正确相处之道
本报记者 吴乐珺 王 远 张梦旭

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在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中国关于深化

亚太合作、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

主张。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国际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出席此次会议，充分体现了中方

对亚太经济合作的高度重视，相信中国将为

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作出新贡献。

“提振亚太经济复苏
和可持续发展的信心”

今年 APEC 会议主题是“开放、联通、平

衡”，聚焦亚太地区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国

际人士期待中国与地区国家一道，为促进亚

太经济合作贡献力量。

“在平等相待基础上开展合作，在相互

尊重基础上化解分歧，有助于亚太经济的发

展繁荣。”智利太平洋基金会执行主任洛雷

托·莱顿表示，中国反对单边主义、反对恃强

凌弱，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合作的行动

有目共睹，各方期待更多深化区域合作的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泰国前总理阿披实·维乍集瓦说，中国在

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中国的参与使

APEC 这一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更有活力，提

振亚太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信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

题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期待中国为亚太地

区维护粮食安全、应对供应链脆弱等挑战提

供新思路，“相信各经济体将团结一致，推动

构建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引领全球

新一轮发展繁荣。”

秘鲁国立圣马科斯大学亚洲问题研究

中心主任卡洛斯·阿基诺表示，作为开放型

世界经济的受益者，亚太各经济体应坚决反

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坚定支持以世界贸

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开

放的贸易和投资，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

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APEC秘书处执行主任丽贝卡·玛利亚表

示，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中国主张将

为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普遍期待深化与中国
的合作”

中国加入APEC 31年来，始终倡导开放的

地区主义，始终致力于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为构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亚太各经济体期待与

中国加强合作，共创亚太地区美好明天。

APEC 工商咨询委员会前执行董事、新

西兰国际贸易论坛执行董事斯蒂芬·雅各比

认为，即将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是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面对共同挑战、需要

加强团结合作的时刻召开的一次会议，习近平

主席出席会议举世关注。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

广，随着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

开放，将为亚太地区带来新的合作机遇。”联

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执行秘

书阿利斯夏巴纳表示，中国积极促进亚太地

区互联互通，为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顺畅作出了重要贡献。

韩国东亚研究所所长禹守根表示，全球

经济复苏乏力，世界亟须以合作引领发展。

中国在全球投资和贸易中的影响力日益扩

大，期待中国在 APEC 平台上进一步与其他

经济体加强合作。

澳 大 利 亚 时 政 评 论 人 士 戴 若·顾 比 表

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经

济发展的引擎，在推动各方合作应对全球性

挑战、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完善全球治理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亚太经济体普遍期

待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泰国国会主席兼下议院议长川·立派认

为，中国在 APEC 等多边合作机制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亚太乃至世界各

国而言，中国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成

功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菲律宾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会创始人赫

尔曼·劳雷尔表示，中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

经济体，也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

易伙伴。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经贸往来密切，

APEC 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支持。

“推动构建亚太命运
共同体的扎实行动”

在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

主席多次阐述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

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主张和重大意义，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墨 西 哥 国 际 政 治 专 家 赫 拉 尔 多·托 雷

斯·巴尔德斯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此次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体现了中国推动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扎实行动。期待中

国智慧为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和亚太命运

共同体建设提供指引。”

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驻泰国记者邱慧莉

表示，亚太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

的地区。中国积极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和区

域内多边合作，为亚太经济体树立了榜样。

马来西亚期待同中国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

携手为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贡献。

“亚太经济体正处于经济复苏阶段，需要

合作共赢，创造并分享机遇，有效协调共同应

对挑战。”国际女工程师协会前主席莫·杰琳

说，亚太经济体利益深度融合，期待中国方案

在此次会议上为地区发展与合作注入新动能。

菲律宾通讯社编辑颉利·穆思科说，当

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

风。“我们期待中国推动各方朝着构建亚太

命运共同体目标迈进，携手开创亚太经济合

作新篇章。”

《澳大利亚人报》驻印度尼西亚记者黛

安表示，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重启线下

会议，亚太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对此次会议寄

予厚望，期待与会各方达成促进亚太区域一

体化发展的新方案。中国是团结 APEC 各

经济体、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

量。相信中国将继续展现大国担当，同其他

成员寻求更大的互利合作，造福亚太人民。

（本报曼谷、首尔、堪培拉 11 月 16 日电

记者任彦、章念生、孙广勇、赵益普、张志文、刘

歌、马菲、谢佳宁、陈一鸣、毕梦瀛、陈效卫）

“推动构建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

新华社北京 11月 15日电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部长刘建超等以视频会议方式向古共中央通报中共二十大精

神，介绍大会主要成果、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古共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社会事务部部长布洛切等古共中央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

中 联 部 向 古 共 中 央 通 报 中 共 二 十 大 精 神

新华社北京 11月 15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郝明

金 15 日在京主持中国全国人大与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合作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

长博日奇共同主持。双方就两国关系和立法机构交往、各领域

合作、国际关系、治国理政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郝明金主持中国全国人大与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 11月 15日电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部长刘建超同蒙古人民党总书记、政府办公厅主任阿玛尔巴

伊斯格楞视频通话，就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两党

战略沟通、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交换意见。

刘建超同蒙古人民党总书记、政府办公厅主任阿玛尔巴伊斯格楞视频通话

新华社北京 11月 16日电 11 月 16 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周强以视频方式出席第十八届亚太地区首席大法官会议，

主持“当代案件管理”议题讨论环节，并围绕“通过科技与创新提

高司法服务水平”作专题发言。

周 强 出 席 第 十 八 届 亚 太 地 区 首 席 大 法 官 会 议 并 作 专 题 发 言

当地时间 11 月 15 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 十 七 次 峰 会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巴 厘 岛 举 行 。

习 近 平 主 席 出 席 并 发 表 题 为《共 迎 时 代 挑

战 共建美好未来》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

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形势，强调各国要树立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让团结代替分裂、合作代替对抗、包容代

替排他，共同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这一时代课题，共渡难关，共创未来。中国主

张立足当下，放眼长远，为推动国际社会共同

解决全球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促进世界

经济复苏指明方向。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延宕，世界经济

脆弱性更加突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全球治

理严重缺失，粮食和能源等多重危机叠加，人

类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

提出要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

全球发展，体现的是中方致力于推动各方聚

焦发展议题、共促发展合作的一贯立场。西

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

集团峰会上倡导团结合作应对全球挑战，推

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发展，我完全赞同。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副主席基思·贝内特称赞，

中国是一个对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全面

愿景和规划的大国，习近平主席关于普惠发

展的理念“不仅切实可行，而且至关重要”。

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发展，必须以团结

合作、同舟共济为基础。合作才能办成大事，

办成好事，办成长久之事。以意识形态划线，

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以邻为壑、构筑“小

院高墙”，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只会损人

害己，破坏全球发展。推动更加普惠的全球

发展，必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世界繁荣稳

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走在前面的

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大

国要有大国的担当，都应为全球发展事业尽心出力。推动更有

韧性的全球发展，必须以各国共同发展为前提。中方提出建设

全球经济复苏伙伴关系，强调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始

终想着发展中国家的难处，照顾发展中国家关切，体现出支持发

展中国家发展、避免世界经济分化和不平衡复苏的远见卓识和

责任担当。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着眼全球共同发展的

长远目标和现实需要。全球发展倡议得到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支持，充分说明这一倡议的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从成立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到举办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从创设

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到制定务实合作清单，中国以实际行

动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走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

契合。

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全球经

济重回增长轨道并实现稳定发展的有力保障。中方第一个公开

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倡议，正是为了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

理。中方就深化抗疫国际合作、遏制全球通胀、缓解发展中国家

债务压力等提出具体主张，强调要坚决反对将粮食、能源问题政

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撤销单边制裁措施，取消对相关科技合作

限制，呼应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强调要继续维护以世

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

革，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是支持世界经济开放发展的坚定力量。

踏上新征程的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

多机遇。中国也将继续与各方携手合作，共建团结、平等、均衡、

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开辟合作共赢的新境界。

携
手
努
力
，开
辟
合
作
共
赢
新
境
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