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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兰巴托8月21日电（记者
杜尚泽、杨涛）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在
乌兰巴托同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
吉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共同总结中蒙
关系发展，规划各领域交流合作，达成
一系列重要共识，一致决定将中蒙关
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坚持睦
邻友好、守望相助、增进互信、深化合
作，共谱中蒙关系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会谈前，额勒贝格道尔吉在国家
宫前广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
式。威武的骑兵在国家宫两侧列队。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时，受到额勒
贝格道尔吉和夫人热情迎接。身着民
族服装的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
花。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
蒙两国国歌。习近平在额勒贝格道尔
吉陪同下检阅仪仗队。习近平同蒙方
主要官员及外国驻蒙使节一一握手，
并向额勒贝格道尔吉介绍中方陪同人
员。

两国元首举行会谈。额勒贝格道
尔吉表示，今年是蒙中建交 65 周年，
习近平主席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具
有重要历史意义。习近平主席是我们
最尊贵的客人，蒙古国人民感到非常
高兴。我认真阅读了习近平主席今天
在蒙古国报纸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完
全同意您就两国关系发展提出的观
点。习近平主席在文章中强调，中蒙两
国要做相互信任和负责任的好邻居、
好伙伴、好朋友，我对此完全赞同。相
信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必将推动两国
合作取得更加丰硕成果，推动蒙中关
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指出，中蒙建交 65 年来，
友好和合作是两国关系主流。双方都
真诚尊重对方根据自己国情选择的政
治制度和发展道路，都真诚照顾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都真诚视对方
发展为自身发展的重要机遇，推动中
蒙关系不断得到新发展。这一局面来
之不易，值得珍惜。中方愿意同蒙方增
进睦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
发展繁荣。这次双方决定将两国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
利益。双方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强政治安全合作。我愿意
同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继续通过多种
形式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保持沟
通，邀请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今年11
月赴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期间举行的东道主伙伴对话
会。中方赞赏蒙方在台湾、涉藏等问题
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两国立法机构、
外交、政党、国防等部门建立并用好对
话交流机制。

第二，全面扩大务实合作。中蒙务
实合作要真正搞起来，就要了解各自
优势，把双方优势结合起来。中方参与
对蒙合作坚持互利双赢原则。中方有
意愿、有能力通过中蒙紧密合作，帮助
蒙方把自身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
展优势。双方要继续用好中蒙政府间
合作机制，落实好中蒙经贸合作中期
发展纲要，实现 2020 年双边贸易额
100 亿美元的目标。双方要坚持矿产
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合作

“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原则，把互联互

通和大项目合作作为优先方向，加强
矿产品深加工、新能源、电力、农牧业、
边境口岸等领域合作，扩大双边本币
互换规模，尽早启动商签双边自由贸
易协定准备工作，积极推动建立跨境
经济合作区。中方将继续在过境运输、
出海口等方面向蒙方提供便利，同蒙
方一道，促进亚欧跨境运输，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方愿意同蒙方在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框架内开展
合作，希望蒙方为中国企业在蒙投资
兴业创造良好环境。

第三，活跃人文交流。双方要共同
办好中蒙友好交流年纪念活动，加强
两国青年、媒体、语言、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跨境传染病防控、荒漠化防治
等领域交流合作。中方愿帮助蒙方加
强人力资源建设，欢迎蒙方在华设立
文化中心。

第四，推进国际和多边领域合作。
双方要继续在联合国、亚欧会议、上海
合作组织、亚信会议等国际组织和框
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中方支持蒙方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支持蒙方加入亚太经合组织，支持东
北亚安全乌兰巴托对话倡议，支持举
行中蒙俄三国元首会晤倡议。

额勒贝格道尔吉表示，蒙方高度
重视发展蒙中睦邻友好合作，这是蒙
方外交政策首要方针。两国建立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蒙中关系迈入历
史最好时期。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
关于加强两国合作的意见。中方在两
国合作中充分照顾蒙方利益，深受蒙
古国人民欢迎。蒙方一贯支持中方在
涉台、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不支持任

何分裂中国的势力及活动。蒙方希望
同中方扩大双边贸易，加强农牧业、煤
炭、电力等领域合作，感谢中方在过境
运输方面给予的照顾和便利，愿积极
参与中方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倡议，共同推进亚欧跨境铁路运输。
蒙方支持两国人文交往，加深相互了
解和友谊，愿意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
务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
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
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
宣言》（全文见第四版），并共同见证两
国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涉及外交、经
贸、过境运输、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
融、文化、住房建设等领域。

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记者。习近
平强调，中方将发展中蒙关系作为外
交政策优先方向，我们愿意同蒙方一
道努力，做相互信任和负责任的好邻
居、好伙伴、好朋友，永做心相近、情相
系、利相融的友邻和善邻，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实现共同振兴和发展。

额勒贝格道尔吉表示，我同习近
平主席的会谈是亲切、友好、务实的。
我们一致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未来发
展指明了方向。蒙方感谢中方给予的
支持和帮助，愿意同中方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基础上，共同开辟两国关系
新前景。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上
述活动。

本报乌兰巴托8月 21日电 （记
者杜尚泽、孙广勇）国家主席习近平
21日抵达乌兰巴托，开始对蒙古国进
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11时许，习近平乘坐的
专机抵达乌兰巴托成吉思汗国际机
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受到蒙古国
总理阿勒坦呼亚格夫妇、外长包勒德
等蒙方高级官员热情迎接。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陪同人
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王小龙也到机
场迎接。

习近平指出，中蒙是山水相连的
友好邻邦，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深厚友
谊。我谨向友好的蒙古国人民转达中
国人民的美好祝愿。亲望亲好，邻望邻
好。我相信这次访问将是承载着两国
人民期许的友好之旅、合作之旅、发展
之旅。

当天，习近平在蒙古国《日报》、
《今日报》、《世纪新闻报》、《民族邮
报》、蒙古新闻网网站同时发表题为

《策马奔向中蒙关系更好的明天》的署
名文章（全文见第四版）。

习近平强调，我对蒙古国进行的
国事访问是一次走亲戚式的访问，我
十分高兴并充满期待，希望以这次访
问为重要契机，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
台阶。

新华社北京8月 21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1 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
京，应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邀
请，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

陪同习近平主席出访的有：习近
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国务委
员杨洁篪等。

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举行会谈

中蒙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共谱中蒙关系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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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
热门人选，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不
久前出版自传 《艰难抉择》，讲述其在
奥巴马第一任期里作为国务卿的 4 年外
交生涯。自传专辟两章讲述对华关系，
其中一章又重点谈及南海问题，暴露了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用心。

作为直接当事者，希拉里在书中详
细描绘了美国推动南海问题发酵的来龙
去脉，其中一些细节清晰显示了美国在
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和考虑。

南海问题这几年炒得这么热，不能
不提到2010年7月23日希拉里在东盟地
区论坛外长会上向中国的发难。当天，
希拉里根据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大谈南
海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声称美国在
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方面拥有“国家利
益”，在南海问题上反对“胁迫”，反对使
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种貌似公允
的讲话实际上是在攻击中国，理所当然
遭到中国反驳。美方在东盟地区论坛外

长会这一场合对中国如此发难，希拉里
在自传中的描述至少透露了这样几点。

其一，美方发难并非心血来潮，而
是经过了精心策划。希拉里在会前专门
召集美方代表团成员商谈次日会议计
划，花费几个小时修改要发表的声明细
节，还与其他国家商定如何相互配合，
包括先由越南外长率先提出讨论南海问
题，随后由其他各国部长逐一表达关
切，最后由希拉里在“时机成熟”时示
意要求发言。

其二，美方如此殚精竭虑地做出上
述安排是为了扭转中国在本地区的所谓

“咄咄逼人的态势”。在希拉里看来，中
方到2009年在外交上改变了“克制”态
度，开始在亚洲采取“咄咄逼人的行
为”，这种转变“令地区不安”，“我们
要找机会扭转这种局势”。于是，“2010
年 7月 22日，我飞赴河内参加东盟地区
论坛会议，这次会议就是我们在等待的
机会。”

其三，美方更深层次考虑是要打消
本地区对美国“领导力”的质疑。希拉
里认为，奥巴马政府刚上台时，这个地
区很多人怀疑美的承诺和能力，中国有
些人就是想利用这种看法。希拉里称，
经历上述会议之后，她对“转向亚洲”
战略 （“亚太再平衡”战略） 和美在亚
洲的地位感到更有信心，因为美方“重
新展示了在该地区的实力，这些都有助
于打消对美的质疑”。

希拉里的上述看法和判断显示了美
方对中国外交的误解和偏见，透露出美
方的真实想法，也坐实了美国是炒热南
海问题的最大推手这一说法。

在美国将精力耗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战争上时，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获得
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南海问题上还达成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南海基本处于和
平稳定的局势中。希拉里2010年在南海
问题上的表态实际上标志着美方高调介
入和直接插手南海问题的开始，标志着

美国把南海问题作为抓手，挑拨中国与
东盟国家关系，抹黑中国外交形象，靠
搅浑南海问题来为美国的“亚太再平
衡”战略服务，最终是要维持美国在亚
太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说白了，美国是唯恐天下不乱，想
将南海问题搅得更乱，其目的是所谓

“打消对美的质疑”，树立美的威信，一
言以蔽之，就是为了一己私利。

过去 4 年的事实表明，美国的“亚
太再平衡”战略除了给本地区带来更多
复杂因素外，难言多少建设性作用，美
方在南海问题上的言行更只有添乱。

希拉里的自传被普遍看作是为竞选
热身。既然是热身，书中的外交“抉
择”自然是她本人认为值得拿出来炫耀
一番的。但在南海问题上，她和美方的

“抉择”错了，这样的“抉择”带来的
所谓“转折点”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
和平稳定无益。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瞧，美国是如何搅乱南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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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21日电 （记者
彭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 21 日出席全
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学
术研讨会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
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为夺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精神
力量。

刘云山强调，深化邓小平理
论研究，要与研究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与研
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结合起来，与研究阐释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
合起来，推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
民。要紧密结合全面深化改革新
的伟大实践，深入研究阐释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重大理论观点、重大决策部署，
推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
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会议，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
奇葆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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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前，额勒贝格道尔吉在国家宫前广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双方要重点
做好以下工作：

● 加强政治安全
合作

● 全面扩大务实
合作

● 活跃人文交流

● 推进国际和多
边领域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