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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26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26 日就中国和洪

都拉斯建立外交关系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3 月 26 日 ，中 国 同 洪 都 拉 斯 签 署《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和

洪 都 拉 斯 共 和 国 关 于 建 立 外 交 关 系 的 联 合 公 报》。 两 国

政 府 决 定 自 公 报 签 署 之 日 起 相 互 承 认 并 建 立 大 使 级 外 交

关系。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

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

无可辩驳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一个中国原则为 1971 年联大

第 2758 号决议所确认，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

洪都拉斯是中美洲重要国家。洪都拉斯政府选择同世界

上 181 个国家站在一起，承认并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台

湾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

来。这是顺应大势、合乎民心的正确抉择。中方对此表示高

度赞赏。

中方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洪方加强各领域

友好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国和洪都拉斯建立外交关系发表谈话

本报北京 3 月 26 日电 （记者王迪）3 月 26 日上午，国务

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同洪都拉斯外长雷纳举行会谈并代

表两国政府签署中洪建交公报。

秦刚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洪关系发展，请雷纳

外长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卡斯特罗总统的诚挚问候。中方欢

迎卡斯特罗总统在建交后尽快访华，同习近平主席共同擘

画两国关系蓝图。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

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洪方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

决断，加入世界主流，这完全符合洪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

远 利 益 ，也 是 选 择 站 在 历 史 正 确 一 边 和 绝 大 多 数 国 家 一

边 。 中 方 高 度 赞 赏 洪 方 对 中 洪 建 交 的 鲜 明 态 度 和 坚 定

决心。

秦 刚 指 出 ，中 洪 建 交 为 两 国 关 系 发 展 正 式 吹 响 了 号

角，双方应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增进了解，

深化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带动中洪关系顺利起步、行稳致

远。希望洪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为中洪关系顺利发

展营造良好政治氛围和舆论环境。中洪建交光明正大，是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双方要加强对

接 协 调 ，就 重 要 双 边 协 议 与 合 作 机 制 加 快 磋 商 ，尽 早 达 成

一致，迅速搭建双边关系的“四梁八柱”。欢迎洪方支持和

加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

议 、全 球 安 全 倡 议 和 全 球 文 明 倡 议 ，在 有 关 框 架 下 推 动 交

流借鉴和务实合作。两国政府、政党、议会、地方、文教、媒

体 、旅 游 等 各 领 域 也 应 尽 快 开 展 对 接 合 作 ，不 断 凝 聚 起 中

洪 各 界 推 动 两 国 关 系 发 展 的 共 识 和 力 量 。 中 方 将 全 力 支

持 洪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提 高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愿 扩 大 进 口 洪 特

色 产 品 ，鼓 励 中 资 公 司 赴 洪 投 资 兴 业 ，参 与 洪 大 型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优 先 实 施 惠 民 生 项 目 ，尽 快 形 成 一 批 看 得 见 摸 得

着 的 成 果 ，释 放 建 交“ 红 利 ”。 中 洪 建 交 不 仅 造 福 两 国 人

民 ，也 将 为 加 强 发 展 中 国 家 团 结 合 作 、推 进 国 际 关 系 民 主

化产生重要影响。

秦刚强调，建交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相信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中洪关系一定会起好步、开好局，迎来美好的未来。

雷 纳 首 先 转 达 卡 斯 特 罗 总 统 对 习 近 平 主 席 的 诚 挚 问

候 ，表 示 卡 斯 特 罗 总 统 很 高 兴 应 邀 访 华 。 洪 中 建 交 开 启

了 两 国 关 系 新 时 代 ，走 出 了 历 史 性 一 步 ，将 极 大 造 福 两 国

人 民 。 洪 方 对 中 国 取 得 的 发 展 成 就 深 表 钦 佩 ，承 诺 遵 守

一 个 中 国 原 则 ，愿 同 中 方 进 一 步 密 切 两 国 关 系 ，全 速 推 进

两 国 各 领 域 合 作 ，加 强 在 多 边 领 域 沟 通 协 调 ，实 现 互 利 共

赢 。 洪 方 已 撤 回 驻 台“ 大 使 ”，将 尽 快 宣 布 废 除 同 台 一 切

“官方”协议。

会谈后，秦刚和雷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并共同会见记者。

秦刚同洪都拉斯外长雷纳签署中洪建交公报

本报北京 3月 26日电 （记者王迪）2023 年 3 月 26 日，国

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在北京与洪都拉斯外交部长雷纳举行

会谈，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

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主要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根据两国人民的利

益和愿望，兹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

外交关系。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

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友好

关系。

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即日断绝同台湾

的“外交关系”，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

任何官方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

的上述立场表示赞赏。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根据两国人民的利

益和愿望，兹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

外交关系。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

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友好

关系。

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即日断绝同台湾

的“外交关系”，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

任何官方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

的上述立场表示赞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商定，将根

据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和国际惯例，尽早

互派大使，并在对等基础上在各自首都为对方设立使馆和履

行职务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双方代表受各自政府授权，于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在北京签署公报中文、西班牙文文本一式两份，两种文本同等

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洪都拉斯共和国代表

秦 刚 爱德华多·雷纳

（新华社北京 3月 2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防波堤延伸入海 2.5 公里，堤外是大西洋

几 内 亚 湾 ，堤 内 是 尼 日 利 亚 莱 基 港 。 港 口 岸

边，矗立着 5 台巨大的岸桥。不久前，由中国港

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港湾”）

投资、建设和运营的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项目

在拉各斯州举行开港运营仪式。投产后，莱基

港不仅成为尼日利亚首个现代化深水港，也是

西非地区最大的深水港之一。

“全国第一个快速清关
的自动化港口”

莱基港位于尼日利亚拉各斯自贸区，由中

国港湾、尼日利亚港务局等合资开发，2020年 6月

开工后，经过两年多的奋战，于 2022 年 10 月竣

工。项目采用 BOOT（建设—拥有—运营—移

交）模式，特许经营期 45 年，年设计处理能力

120 万个标准集装箱。

拉各斯州是几内亚湾及西非地区国际贸

易的重要枢纽。长期以来，该州各港区码头设

施能力不足，后方集散疏运条件有限，物流成

本居高不下，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发展受到很大

限制。莱基港的建成，将改变这些情况。尼日

利亚港务局局长贝拉可可说：“莱基港投入运

营后，将大大减少货物滞港时间，成为全国第

一个快速清关的自动化港口。”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表示，莱基港将“为

尼日利亚经济发展打开新格局，有力推动尼日

利亚本土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出口，增加国家外

汇收入”。该港口还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助

力实现减贫目标。尼日利亚联邦新闻文化部

长赖伊表示，预计莱基港在 45 年内的总体经

济效益将达到 3610 亿美元。

在 开 港 运 营 仪 式 上 ，拉 各 斯 州 州 长 巴 巴

吉德·桑沃—奥卢表示，莱基港是尼日利亚最

大 的 港 口 ，可 以 容 纳 目 前 全 球 最 大 的 集 装 箱

货 轮 ，投 入 运 营 后 将 有 力 推 动 尼 日 利 亚 对 外

贸易，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此前，在项目

竣 工 仪 式 上 ，他 称 赞 中 国 港 湾 高 效 按 期 完 成

项 目 ，并 表 示 莱 基 港 将 在 未 来 几 年 为 尼 日 利

亚创造近 20 万个直接和间接工作岗位，有效

释 放 尼 日 利 亚 经 济 发 展 潜 力 。“ 毫 无 疑 问 ，莱

基 港 将 使 拉 各 斯 成 为 中 非 、西 非 地 区 的 海 运

物流中心。”

“这是几十年来我们过
得最安心的一个雨季”

艾托村和艾顿村距离莱基港不足 3 公里。数十年来，每

到雨季，两个村庄部分村民的土地、房屋总会被海浪侵蚀或

冲毁。

面对困扰当地村民的这一难题，中国港湾经过考察勘

探，调整了原有设计方案，新增了两条总计 539 米的东防波

堤，同时在港口东侧新增加了近 80 万平方米的人工沙滩。

2022 年雨季刚过不久，两个村的村长带着他们捕捞的鱼

虾专程前来感谢：“这是几十年来我们过得最安心的一个雨

季，所有土地、房屋都完好无损，感谢中国企业为我们所做的

一切。”

这是莱基港项目助力当地民生发展的一个缩影。据莱

基港项目荷兰籍工程总监赫克洛姆介绍，在港

口建设阶段，项目已为当地提供了约 2000 个

就业岗位，培养了一批水工、港航业人才，技术

岗位和管理岗位均实现 80%以上属地化。通

过系统培训和指导，大部分属地员工掌握了更

加专业化、现代化的工作技能。

马格邦村坐落在莱基港旁，村里许多年轻

人都在莱基港工作。村长达乌达说：“中国企

业尊重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年轻人都以能在

莱基港工作为荣，在这里工作的未婚小伙子也

成为不少姑娘中意的对象。”

“能成为莱基港的邻居，我们十分自豪。”

说起港口建设给村子带来的变化，达乌达滔滔

不绝，“受益于莱基港，马格邦村彻底变了样，

干净漂亮的海滩吸引了大量游客，村里闲置的

房屋被租赁一空。”

35 岁的马格邦村村民文森特在路边开起

了商店，售卖食品和服装。“以前，我只能靠打

鱼和采摘椰子养家。现在收入多了，孩子们不

用挨饿了，我还盖起了新房子。”看着生活一天

比一天好，文森特的心里乐开了花。

中企在莱基港的开发过程中，注重保护当

地生态。每年的世界环境日，中国港湾都会向

村民们普及环境保护知识，并与村民共同清理

海洋垃圾。“中国公司重视环保工作，让村民们

知 道 了 如 何 保 护 环 境 ，促 进 当 地 经 济 绿 色 发

展。”非洲海洋可持续发展协会主席法力卡曼

果说。

“将有力推动西非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港口投入运营，莱基地区“港区城一

体化”建设也初具规模。莱基自贸区、拉各斯

自 贸 区 、尼 日 利 亚 丹 哥 特 炼 油 厂 等 建 设 有 序

推进，新的国际机场项目也计划于今年启动。

中国港湾副总经理吴迪表示，随着莱基港的开

发，拉各斯莱基区已成为投资热土。莱基港商

业运营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相信这一深水港

会让尼日利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尼 日 利 亚 航 运 理 事 会 首 席 执 行 官 哈 桑·
贝 罗 表 示 ，莱 基 港 对 尼 日 利 亚 实 现 经 济 繁 荣

至 关 重 要 ，将 彻 底 改 变 尼 日 利 亚 航 运 业 面

貌 ，有 力 推 动 国 家 经 济 增 长 ，给 尼 日 利 亚 乃

至 整 个 中 非 、西 非 航 运 和 经 济 格 局 带 来 重 要

改变。

莱基港由中国港湾和法国达飞集团合资

运营，是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示范项目。中方有港口建设和

维护方面的专长，法方有港口运营及航线等资源优势，加上

尼方的积极参与，形成多方合作、优势互补态势，让莱基港拥

有良好的运营前景。由中国港湾和法国达飞合资设立的莱

基自由港码头运营公司负责人丹瑞克—摩斯表示：“莱基港

配备了最先进的设施，它是新一代的集装箱码头，将有力推

动西非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崔建春表示，莱基港是中国企业从

工程承包向投资运营角色转换的一次具体实践，能很好满足

尼日利亚经济发展需求。莱基港投入运营后有望成为推动

尼日利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对未来在非洲深化共建

“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阿布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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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非合作R

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光明正大，是任

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国家选择承认并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做出与中国建立或恢复外

交关系的政治决断

3 月 26 日，中国同洪都拉斯签署两国关于建立外交关

系 的 联 合 公 报 。 两 国 政 府 决 定 自 公 报 签 署 之 日 起 相 互 承

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至此，世界上已有 182 个国家

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充分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

符合国际大义、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是人心所向、大

势所趋。

一个中国原则为 1971 年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所确认，是

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世界上只

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无可辩驳

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洪都拉斯政府选择同世界上 181 个国

家站在一起，承认并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断绝所

谓的“外交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承诺

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顺应

大势、合乎民心。

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光明正大，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

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承认并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

设任何前提同中国建交，这是洪都拉斯政府自主作出的正

确政治决断，符合洪都拉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

利 益 ，也 是 选 择 站 在 历 史 正 确 一 边 和 绝 大 多 数 国 家 一 边 。

此前几年，中国已相继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马、多米

尼加、布基纳法索、萨尔瓦多、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尼加

拉瓜等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

随着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两国关系翻开了崭新篇章。

中洪建交后，双方开展合作的政治障碍被扫除。中方愿在

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 基 础 上 ，同 洪 方 加 强 各 领 域 友 好 合 作 。

双方将加强对接协调，就重要双边协议与合作机制加快磋

商，尽早达成一致，迅速搭建双边关系的“四梁八柱”。中方

欢迎洪都拉斯支持和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在有关框架下推动交

流借鉴和务实合作。洪方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两国

关 系 ，全 速 推 进 两 国 各 领 域 合 作 ，加 强 在 多 边 领 域 沟 通 协

调，实现互利共赢。中洪建交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将为加

强 发 展 中 国 家 团 结 合 作 、推 进 国 际 关 系 民 主 化 产 生 重 要

影响。

近来，美国企图阻挠其他主权国家同中国发展正常国

家 关 系 。 台 湾 民 进 党 当 局 也 频 频 发 表 不 负 责 任 言 论 ，进

一 步 暴 露 了“ 倚 美 谋 独 ”祸 心 。 我 们 敦 促 美 方 恪 守 一 个 中

国 原 则 和 中 美 三 个 联 合 公 报 规 定 ，切 实 将 美 国 领 导 人 作

出 的 不 支 持“ 台 独 ”、不 支 持“ 两 个 中 国 ”或“ 一 中 一 台 ”的

承 诺 落 到 实 处 。 我 们 正 告 台 湾 当 局 ，搞“ 台 独 ”分 裂 活 动

违 背 中 华 民 族 的 意 志 和 利 益 ，逆 历 史 潮 流 ，注 定 是 绝 路

一条。

中洪关系已经扬帆起航。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洪

友谊之船必将乘风破浪、行稳致远，驶向光明的未来。相信

未来会有更多国家选择承认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做出与

中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的政治决断。

符合国际大义、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

新华社北京 3 月 26 日电 （记者伍岳）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26 日晚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双方就当前国际经济金融

形势交换了意见。
何立峰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新华社北京 3 月 26 日电 3 月 26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

秦刚为瓦努阿图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制作的中瓦建交 41 周

年纪念节目“我的中国故事”作视频致辞。

秦 刚 表 示 ，中 瓦 建 交 41 年 来 ，两 国 始 终 相 互 尊 重 、平

等相待，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始终真诚合作、互利共

赢 ，中 瓦 关 系 成 为 发 展 中 国 家 相 互 尊 重 、团 结 协 作 的

典范。

秦 刚 说 ，中 方 高 度 重 视 发 展 同 瓦 努 阿 图 全 面 战 略 伙

伴关系，视瓦方为发展道路上的“同行者”，愿同瓦方加强

各领域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秦刚为中瓦建交 41周年纪念节目“我的中国故事”作视频致辞

3 月 24 日，中企承建的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举行 5 号机组发电仪式，标志着该水电站所有机组投产运行。下凯富峡水

电站是中赞两国“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旗舰项目，也是近 40 年来赞比亚最大的基建项目。水电站安装了 5 台混流式发电机组，

总装机容量为 750 兆瓦，全部运行后将极大提高赞比亚电力供应能力，项目对促进该国农业、工业、矿业发展以及疫后经济复

苏具有重要意义。左图为下凯富峡水电站大坝。 中国电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