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駐美大使崔天凱8日在美國約翰．霍
普金斯大學尼采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
「中國論壇」發表演講，在談及中日關
係時表示，日本國內少數人認為，日
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只是輸給了美
國及其原子彈，所以只需要搞好與美
國的關係，不用太關心其他國家的關
切，這是一種很錯誤危險的歷史觀。
「日本在二戰中是輸給了愛好和

平、反對侵略的各國人民，包括中美
兩國人民。如果日本被錯誤的歷史觀
誤導，問題會比較大。因為這不僅涉

及戰後國際秩序，也涉及包括日本人
民在內的亞太地區人民的切身利益，
希望日本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崔
天凱說。

日美關係不應損害他國

他強調，這種歷史觀並不是日本民
意的主流，希望日本人民與地區人民
一起努力，不讓這種動向主導日本的
未來。日本政客必須認識到，二戰後
的國際秩序不容挑戰。同時，中美和
其他亞太國家都有責任維護戰後和平
秩序，這符合各國共同利益。
前不久，美日舉行安保磋商委員會

(「2+2」)會議，雙方承諾繼續擴大軍
事合作。日方積極主張解禁集體自衛
權和日本軍費增長問題。
針對上述動向，崔天凱指出，日美

之間的安排應嚴格限制在雙邊範疇
內，不應影響到其他國家的利益。
在擔任駐美大使前，崔天凱曾於

2007年至2009年任中國駐日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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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下午，李克強總理乘坐的專機抵

達文萊首都斯里巴加灣，對該國展開正

式訪問。李克強走出艙門，揮手信步走

下，與舷梯旁熱情迎接的文萊王儲比拉

親切握手。賓主登上檢閱台，軍樂隊兩

次奏響中國國歌，以文萊特有的禮儀歡

迎遠道而來的中國貴客，李克強總理隨

後檢閱文萊儀仗隊。

在第16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

會議開始前，與會11國領導人交叉互

握雙手，微笑 合影留念。之後，好

客的主人安排了隆重的切蛋糕儀

式，慶祝中國－東盟建立戰略夥伴

關係10周年。文萊蘇丹哈桑納爾作

為東道主站在中間，李克強獲邀安

排在其右側，唯一的女領導人泰國

總理英拉以一襲藍色套裙亮相，顯得

格外靚麗。「全家福」定格在鎂光燈

和「啪啪」的快門聲中。

共同切蛋糕 妙解16吉利數

在東盟國家領導人共同見證下，李

克強總理、東盟輪值主席國文萊蘇丹

哈桑納爾、中國—東盟關係協調國泰

國總理英拉共同切下大蛋糕。

李克強在會議上說，這是第16次中

國－東盟領導人會議，16在中國是個

吉利的數字，表明中國與東盟將要在

10年發展的基礎上，順風前進，六六

大順。

在說到中國與東盟的合作和互信時，

李總理更用經和緯做比喻，強調互信就

像編織經和緯的梭子，雙方將用梭子將

經和緯緊密聯繫起來，編織出未來壯麗

的錦繡。

■記者江鑫嫻

誤認為「二戰只是輸給美國和原子彈」

崔天凱批日歷史觀危險

香港文匯報訊 李克強總理在第16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

議上還特別指出，睦鄰友好乃中國與東盟合作之寶，要牢

牢把握好這條主線。中國新一屆政府高度重視東盟，將東

盟作為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願與東盟國家積極探討簽署

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體現共同致力於維護地區和平穩定、

深化互利合作的信心和決心，為中國－東盟戰略合作提供

法律和制度保障，引領雙方關係發展。

應由當事方協商解分歧

據中通社報道，李克強談及南海問題時表示，南海形勢總

體是穩定的，南海存在一些分歧，不會也不應當影響中國與

東盟的合作大局，我們一致同意南海爭議應當由直接當事方

通過協商和談來解決。中國與東盟願意攜手維護南海和平穩

定，為解決南海爭議創造良好和寬鬆環境，在和平解決爭議

之前，中方主張有關爭議國積極推進共同開發，南海的航行

是自由的，航行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每年大概有10萬艘各國

的貨船暢行其中，中國願與在座的各國共同維護好南海的航

行自由和安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是中國與東盟達成的重要

政治共識，這是南海和平穩定的基石。

讓南海成友誼合作之海

李克強說，上個月在中國蘇州成功舉行了落實宣言的高

官會和工作組會，中國願與東盟國家在全面有效落實宣言

進程中，大力推進海上務實合作，並在落實宣言框架下繼

續就制定南海行為規則開展磋商，本 協商一致的原則積

極穩妥的推進準則的進程。寧靜的南海是各國之福，南海

起波瀾對誰都不利，我們要共同努力，讓南海成為和平之

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

把握睦鄰主線 推動條約簽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李克強總理昨日在文
萊首次提出中國—東盟「2+7」
合作框架。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所長曲星對本報表示，東盟作為
中國近鄰，地緣直接相連、經濟
結構互補、人脈千年延續，
「2+7」合作框架將鞏固中國在東
南方向的戰略依托。中國人民大
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對
本報指出，在全球經濟談判桌
上，中國需要東盟發出和聲。

睦鄰鞏固戰略依托

曲星認為，中國與東盟建立戰略
夥伴關係已經10周年，正是總結過
去，規劃未來的好時期。「2+7」
合作框架的提出，目的在於打造一
個穩定、合作與共贏的中國—東盟
關係。中國—東盟共建合作機制，
雙方都可受益。
金燦榮表示，習近平主席和

李克強總理相繼出訪東南亞五
個國家，這在中國領導人外訪
史上是極為罕見的，足見東盟
地位的重要性。李克強提出

「2+7」合作框架，可以理解為
中國新一屆政府將東盟作為周
邊外交的優先方向，中國開始
了新一輪周邊外交。
金燦榮指出，「環看中國四

圍，東面，中日韓自貿區仍在談
判階段；西邊，上合組織內的經
濟合作規劃初步展開；區域外大
國對東盟也極為重視。正因如
此，中國自然不能落後，要團結
好近鄰。」

談判桌上人多聲大

金燦榮認為，中國需要一個區
域一體化組織作為自身多邊外交
的依托，東盟就是理想夥伴：
「美國有北美自由貿易區，歐洲有
歐盟，俄羅斯有關稅同盟，中國
也需要一個夥伴。」他指出，在
全球經濟談判桌上，一個人說話
比較孤獨，而人多力量大，發出
的聲音也有影響力，所以「從全
球經濟談判的角度來講，中國也
需要東盟，發出和聲。」

李克強於當地時間9日下午抵達文萊，展開
對文萊正式訪問。在文萊期間，李克強

將出席第16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第
16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和第八屆東
亞峰會。
在昨日的會議上，李克強提出的凝聚兩點政治共

識包括：一是推進合作的根本在深化戰略互信，拓
展睦鄰友好；二是深化合作的關鍵是聚焦經濟發
展，擴大互利共贏。他表示，中國將一如既往的支
持東盟在東亞合作中的主導地位。
七個領域合作包括：一、積極探討簽署中國

—東盟國家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二、啟動中國
—東盟自貿區升級版進程；三、加快互聯互通
基礎設施建設；四、加強本地區金融合作與風

險防範；五、穩步推進海上合作；六、加強安
全領域交流與合作；七、密切人文、科技、交
流等合作。

2020年貿易達萬億美元

李克強表示，中方建議盡快啟動中國—東盟
自貿區升級版談判，中方願意在貨物貿易、服
務貿易、投資合作等領域採取更多開放的舉
措，進一步提升雙方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
化水平，力爭到2020年雙邊貿易額達到1萬億美
元，並讓東盟國家更多地從區域一體化和中國
經濟增長中受益。另外，中國政府支持香港作
為單獨關稅區與東盟開展自貿區談判，中國還
願與東盟一道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深化本地區的經濟融合。
李克強指出，中方願與各方共同推進泛亞鐵

路這個旗艦項目建設，爭取早日開工。考慮到
本地區有些國家改善基礎設施條件需要解決融
資問題，要在繼續發揮好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
金作用，提供專項貸款等多種渠道的基礎上，
中方還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優先
為東盟一些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融資支持。
李克強表示，中方建議擴大雙邊本幣互換的規

模和範圍，擴大跨境貿易本幣結算的試點，以降
低區內貿易和投資的匯率風險和結算成本。中方
還願為東盟國家貨幣當局和其它機構投資中國債
券市場提供便利，應積極制定區域金融合作的未

來發展路線圖，打造亞洲貨幣穩定體系。

發展海上合作夥伴關係

另外，李克強表示，雙方要發展海上合作夥
伴關係，推動海洋經濟尤其是漁業、海上互聯
互通、海上環保和科研、海上搜救等領域務實
合作，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雙方
還將完善中國－東盟防長會議機制，在防災救
災、網絡安全、打擊跨國犯罪、聯合執法等非傳
統安全領域深化合作。同時，密切人文交流，雙
方共同制定《中國－東盟文化合作行動計劃》，
促進文教、青年、智庫、媒體等領域交流。
在文萊期間，李克強分別同文萊蘇丹哈桑納

爾、王室成員等會談會見，就促進中文關係發
展深入交換意見。兩國將發表聯合聲明，並簽
署能源等領域合作文件。隨後，李克強還將對
泰國、越南進行正式訪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9日在文萊首都斯里巴加灣出席第16次中國-

東盟領導人會議，在會議上首次對未來中國-東盟合

作提出「2+7」框架的構想。李克強指出，中國與東

盟要以長遠眼光看待彼此關係，凝聚兩點政治共識和

七個領域合作，使今後十年雙方合作朝 寬領域、深

層次、高水平方向發展。

凝聚兩點政治共識 推動七個領域合作李
克
強
「2＋7」合作框架
兩點政治共識

一、推進合作的根本在深化戰略互信，拓展睦鄰友好；

二、深化合作的關鍵是聚焦經濟發展，擴大互利共贏。

七個領域合作

一、積極探討簽署中國－東盟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二、啟動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進程；

三、加快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

四、加強本地區金融合作與風險防範；

五、穩步推進海上合作；

六、加強安全領域交流與合作；

七、密切人文、科技、交流等合作。

順風前進 六六大順

中
國
需
要
東
盟
發
出
和
聲

東盟是「東南亞國家聯盟」的簡稱，共有
10個成員國：印尼、文萊、馬來西亞、泰
國、新加坡、菲律賓、越南、老撾、柬埔寨
和緬甸。東盟與中國組成經濟、文化等多
領域的合作機制，簡稱(10＋1)﹔東盟與東亞
中、日、韓3國的合
作機制簡稱(10＋3)。

10＋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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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倡中國東盟「2+7」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