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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9 日电   （记 者

冯歆然）11 月 9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 北 京 人 民 大 会 堂 同 来 华 进 行 国 事

访 问的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举行

会谈。

习 近 平 指 出 ，你 在 今 年 3 月 当 选

总统后第一时间首访中国，正式就职后

又首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体现了

你 对发展中印尼关系的高度重视，也

展 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战略性。

坚持战略自主、互信互助、合作共赢、

公平正义，这既是对过去几十年中印尼

关系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未来两国

关 系 长 期 稳 定 发 展 应 该 遵 循 的 重 要

原则。中方愿同印尼新政府一道，继往

开来，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

命运共同体，续写发展中大国联合自强、

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更高水平

的战略互信，密切高层交往和政府、立法

机构、地方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坚定支持彼此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

化道路，坚定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

和 重大关切。要进一步完善战略合作

布局，打造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安全

“五大支柱”合作。坚持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持续运营好雅万高铁，推进“区域

综合经济走廊”和“两国双园”合作，加强

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循环经济等领域

合作，开展海上共同开发合作，不断深化

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实现融通发展，

推进各自现代化。中方也愿同印尼共同

打造更多惠民工程，加强减贫、医药、

粮食种植、渔业等领域交流合作，为印尼

科研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支持，

出台更多便利化措施，扩大人员往来。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发表 70 周年，明年是万隆会议召开

70 周年。作为发展中大国、新兴市场

国家和全球南方主要成员，中国和印尼

要共同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

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赋予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和万隆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引领

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推动全球治理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方愿

同印尼开展更紧密多边战略协调，反对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

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普拉博沃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

印尼和中国拥有千年友好交往史，两国

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当前复杂

国际形势下，印尼希望进一步强化同中国

全方位战略协作，成为更加紧密的全面

战略伙伴，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

命运共同体，这将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

为亚洲地区更好实现和平发展营造良好

环境。印尼愿同中方继续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完善“五大支柱”合作格局，

加强基础设施、能矿、医药、农业、住房、

海上共同开发、粮食安全、减贫等全方位

全产业链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印 尼

投 资。印尼完全支持中国政府在台湾

问题上的立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中国政府为捍卫领土完整、实现

国家统一所作努力。涉疆事务完全是

中国内政，印尼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为维护新疆发展稳定所作

努力。感谢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主持

公道正义。印尼坚持独立自主，坚持

不结盟外交政策，不加入任何针对第三方

的军事同盟或“小圈子”，支持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在

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为

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多极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努力。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关于

共同开发、蓝色经济、水利、矿产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

尼西亚共和国关于推进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和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

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为普拉博沃举行欢迎仪式。

天安门广场鸣放 21 响礼炮，礼兵

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

团 奏 中 印 尼 两 国 国 歌 。 普 拉 博 沃 在

习 近 平 陪 同 下 检 阅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普拉博沃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会谈

新华社北京 11月 9日电   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军队

装备保障条例》，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

施行。

《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

方 针，着眼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

使 命 任 务 ，全 面 聚 焦 备 战 打 仗 ，深 刻

把 握 装备保障工作的特点规律，科学

规 范 新 形 势 下 装 备 保 障 工 作 的 基 本

要求和制度安排，是军队装备保障工作

的主要依据。

《条例》共 8章 92 条，按照军委管总、

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规范了

新 体 制 新 编 制 下 军 队 装 备 保 障 工 作

机制，明确了各级装备保障部门的职能

界 面 ，优 化 了 装 备 保 障“ 供 、管 、修 ”

机 制 流程，强化了装备保障工作的刚性

约束，着力推动军队装备保障工作创新

发展。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 布《军 队 装 备 保 障 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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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1月9日电   （记者欧阳洁）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10月，我国货物贸易

进 出 口 总 值 36.02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2%。其中，出口 20.8万亿元，增长 6.7%；

进口 15.22万亿元，增长 3.2%。

前 10 月 ，我 国 一 般 贸 易 进 出 口

23.09万亿元，增长 3.9%；加工贸易进出口

6.53万亿元，增长 4%。我国与第一大贸易

伙伴东盟贸易总值为 5.67 万亿元，增长

8.8%，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5.7%。同期，

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6.94 万亿元，增长 6.2%。

前 10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增长 5.2%

本报北京11月9日电   （记者林丽鹂）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 9 月底，我国实有民营

经济主体总量达 18086.48 万户，占经营

主 体 总 量 的 96.37%，同 比 增 长 3.93%，

10 余年间增长超 4 倍。其中，民营企业

5554.23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6.02%；个 体

工商户 12532.25 万户，同比增长 3.03%。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分 析 ，

经营主体登记注册更加便利，市场活力

得 到释放，促进了我国民营经济主体

数量稳步提升。

前三季度，民营企业发展稳中有进，

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国新设民营企业

619.1 万户。随着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

一系列决策部署落实落地，我国民营

企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成为推动经济

增长的重要力量。

前三季度，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

分别新设民营企业 314.0 万户、160.5 万

户、114.4 万户、30.2 万户，均保持稳中

向 好 的 发 展 态 势 。 产 业 结 构 进 一 步

优化。前三季度，第一、二、三产业新设

民营企业分别为 16.5 万户、82.5 万户、

520.1 万 户 ，第 三 产 业 占 比 超 过 八 成 。

民生保障方面发展势头良好，“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新设民营企业增速

均达到 6.2%。

新质生产力成为民营企业发展新

亮点。前三季度，新设“四新经济”民营

企业 271.8 万户，约占同期新设民营企业

总量的四成。

我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超 1.8亿户

新数据 新看点

新华社北京 11月 9日电   11月 9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李强表示，当前，中意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交流

合作日益深化，不断取得新的务实成果。昨天，习近平主席

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事关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中方愿同意方一道，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 20 周年为契机，持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全方位互利

合作，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意方坚持推动双向开放，持续提升

两国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拓展中小企业等领域合作广度

深度，打造创新、绿色领域新的合作增长点，更好实现互利

共赢，共同促进发展繁荣。中方欢迎更多意方企业来华投资

兴业， （下转第四版）  

李强分别会见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

新华社北京 11月 9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9 日上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意大利

总统马塔雷拉。

会见普拉博沃时，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高位

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树立了发展中大国共谋

发展、联合自强、互利共赢的典范。中方愿同印尼一道，落实

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扬两国关系优良传统，以共建中印尼

命运共同体为主线，开展更高水平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中国

全国人大愿同印尼立法机构加强各层级、各领域交流交往，

在各国议会联盟、亚洲议会大会等多边机制下加强协调配合，

共同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

普拉博沃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

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包括立法机构在内的交流合作，推动两国

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发展。

会见马塔雷拉时，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马塔雷拉

总统战略引领下，中意关系发展不断迎来新机遇、取得新成果。

今年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 周年，中方愿同意方

传承历史悠久的丝路精神，深化人文交流，推动双边关系迈上

更高水平，为中欧关系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意大利议会发挥好定期交流机制等平台

作用，就立法、监督、法治建设等加强交流互鉴，为两国务实

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马塔雷拉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达成重要共识，巩固了意中

传统友谊。意方愿秉持开放合作精神，同中方深化经贸、文化

等领域合作，密切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意中和欧中关系发展。

郝明金参加上述会见。

赵乐际分别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新华社北京 11月 9日电   11 月 9 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

李强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印尼关系持续稳步提升，

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新阶段，各领域互利合作日益深化。今天

下午，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为中印尼关系发展

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始终做印尼的好邻居、好伙伴，同印尼

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

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携手走好现代化道路提供坚实支撑，

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繁荣、稳定贡献更大力量。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印尼保持高层良好交往势头，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双方要加强

发展战略对接，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做好雅万

高铁可持续运营， （下转第四版）  

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文明之光照耀人类

共同的未来。

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人类文明

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

前不久的喀山之行，习近平主席描绘“大金砖

合作”蓝图时主张建设“人文金砖”，倡导做文明

互鉴的促进力量，同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合作

伙伴共谋加强人文交流合作。

世界古典学大会搭建文明交流互鉴新平台。

11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

致贺信，强调“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

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

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愿同各方

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决人类共同

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局擘画中，

在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入阐释中，

习近平主席一再提及“和合共生”：“人类应该和衷

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

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面对共同

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

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

溯历史的源头、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

当今的中国。“和”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

是今天读懂中国与世界相处之道的密码。

从 70年前首次完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到新时代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

历史的接力一棒接着一棒向前奔跑。究其精髓

要义，“和”的思想启迪、文化滋养一脉相承，为

回答时代之问贡献东方智慧。

传统和时代相互照亮，“两个结合”的思想

熠熠生辉。

“和”之道，在于和而不同——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夫物之不齐，物之

情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到一个多元并存的世界，

历来主张和而不同、互学互鉴。

读懂历史，才能把握未来。

国际上一些人以文明对立的错误逻辑解读历史演进，因而

陷入以“文明冲突”预言未来的误区。历史长河中，不同文明

相遇，难免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

融合、创新。多元文明相互遇见、彼此成就，推动了人类社会

大发展、大繁荣。

“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

传播和发展的规律。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

要求，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和发展

的重要动力。”

鉴往知来，瞩目长远。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

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

优越，是从历史中汲取的深刻启迪，更是当前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同 法 国 总 统 马 克 龙 在 图 尔 马 莱 山 口 凭 窗

远 眺 ，共论和而不同的文明相处之道；同阿拉伯

国家对话，提议把中阿关系建设成不同文明和谐

共生的典范；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会谈，强调

秉持历史悠久的丝路精神，推动双边关系进入

发展新阶段……今年以来，在中国元首外交的第一

现场，文明交流之光始终闪耀。

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第一项

就是文明互鉴伙伴行动。同非方打造中非治国

理 政 经验交流平台，设立中非发展知识网络和

25 个中非研究中心，邀请 1000 名非洲政党人士

来 华交流……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坚定支持

彼此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不断深化

治党治国经验交流。

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依靠

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携手各方共同落实全球

文 明 倡 议 ，在 联 合 国 平 台 呼 吁 设 立“ 文 明 对 话

国 际日”，倡导金砖、上海合作组织等各类多边

机制加强人文合作……以文化文明力量推动全球

治理变革完善，中国率先垂范。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面对更加多元的世界，

对话多一分、对抗就少一分，包容多一点、隔阂

就少一点。

“和”之道，在于和平共处——

“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国虽大，好战必亡”

“ 强 不 执 弱 ，富 不 侮 贫 ”“ 己 所 不 欲 ，勿 施 于 人 ”

“德不孤，必有邻”……五千年文明泱泱，“和”是

调和彼此关系的价值遵循，为今日国与国和平

共处提供启迪。

2014 年 3 月，德国科尔伯基金会，习近平主席

向 世 界 娓 娓 讲 述 东 方 古 国 的 和 平 基 因 ：“ 有 着

5000 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

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

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

纵观世界，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中国是纪录最好的大国。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中国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

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是世界上唯一将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写进宪法的国家，是核大国中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的国家。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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