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8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黃超然 2014年10月18日（星期六）

李克強：培育亞歐共同體意識
提三點建議 促互聯互通和貿易投資自由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亞歐首腦會議上就
促進亞歐合作提出三點建議，其中推進
亞歐互聯互通是各界感興趣的務實合作
領域，也是本次峰會探討的重點議題。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
主任張茉楠對此提出，亞歐應加快全方
位互聯互通「大通道」的建設，包括基
礎設施、能源、金融、創新、貿易等多
個方面，以促進亞歐經濟一體化。

建立亞洲供應鏈產業鏈
張茉楠認為，亞歐在市場、資源、

技術上各有優勢，應利用相互毗鄰的
地緣關係，建立和健全亞洲供應鏈、
產業鏈和價值鏈，促進亞歐經濟一體
化進程。
張茉楠認為，在基礎設施合作方面，

中國應以建設新亞歐大陸橋橋頭堡、打
造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綜合樞紐城市
為契機，打造綜合樞紐，促進亞歐「大
聯通」。在能源合作方面，亞歐應促進
能源一體化，比如建立面向未來的、包
括天然氣管道建設、供電網絡建設、新
能源網絡建設在內的亞歐能源基礎設施
藍圖，制定統一標準發展高壓輸電和智
能電網等。在金融合作方面，亞歐應加
快本幣結算基礎設施建設，擴大雙邊貨
幣互換的範圍，加強外儲資產的相互投
資等。在創新合作方面，中國應倡導建
立亞歐創新網絡，促進亞洲製造業國家
全面融入「歐盟2020創新戰略」以及
「德國工業4.0戰略計劃」，此外，還要
進一步推進亞歐貿易投資便利化。

政策法律法規等須對接
外交部中國亞歐會議高官、前駐新加

坡大使張小康則撰文指出，亞歐互聯互
通，既指交通、通信基礎設施、能源通
道、物流網絡等的「硬」聯通，也包括
政策、法律法規、海關程序、金融體
系、人員與機構能力等的「軟」對接。
張小康認為，亞歐會議互聯互通合作

機遇和挑戰並存。機遇在於亞歐之間具
有較成熟的對話和溝通機制，曾制訂貿
易便利和投資促進行動計劃，成員在物
理聯通、信息高速公路等方面開展了一

些務實合作。關鍵是成員熱情高，積極通過實施地
區倡議著力改善互聯互通狀況。挑戰方面既包括資
金問題，也有因為各成員在自然條
件、社會制度、發展水平等方面的差
異，可能導致不同的利益訴求，協調
難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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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議員又拜鬼 中方：堅決反對

本屆亞歐首腦會議的主題圍繞「構建負責任的夥伴關係，
促進可持續增長與安全」展開，重點探討「歐亞互聯互

通」，推廣強有力的歐亞合作理念。鑒於歐洲經濟趨弱、景
氣指數降低，「洲際經濟合作」更具意義。在這方面，中國
的角色尤其引人注目。

各國應支持世界多極化
李克強16日在峰會上發言時表示，亞歐大陸是世界上面積
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陸，也是發展機遇最多、潛力最大的大
陸。亞歐會議創立18年來，成員國間政治對話不斷加深，合
作日益廣泛，利益共同體已經形成。中方願同亞歐各國一
道，培育和凝聚亞歐共同體意識，倡導和促進亞歐團結協
作，開放兼容，同舟共濟，積極構建面向和平與發展的亞歐
新型全面夥伴關係。
李克強就促進亞歐合作提出三點建議（見附表）。李克強表

示，戰爭曾經給亞歐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各國應進一步聯合起
來，繼續參與和支持世界多極化和國際多邊合作，鞏固和完善
各種對話合作機制，通過政治手段、和平方式妥善解決衝突與
爭端，推動形成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國際關係新局面。

華明年主辦互聯互通對話會
「聯則通，通則興，亞歐大陸迫切需要互聯互通。」李克強
特別強調，中國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願與地區國家一道構建亞歐大陸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網絡，
深化區域合作，促進各國發展。李克強還說，中國將於2015年
主辦亞歐互聯互通對話會，並適時啟動一批合作項目。
對於開拓亞歐經貿合作，除了「需要夯實互聯互通的『硬

件』基礎」，李克強認為，還需要有制度安排這個「軟件」
支撐。中方提議，「要高舉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大
旗，共同維護公正和非歧視的多邊貿易體制，推動建立開放
包容的區域自貿安排，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加快
構建亞歐統一市場」。

倡建亞歐科技創新合作中心
李克強還提出，在新形勢下推動亞歐合作，應加強在創新
領域的交流合作，促進綠色、低碳、智能發展，打造亞歐經
濟增長新亮點。中國倡議建立亞歐科技創新合作中心，構築
創新發展的大平台。此外，中方還建議亞歐各方於2015年舉
辦亞歐貿易投資高官會，在此基礎上，爭取盡快恢復亞歐經
濟部長會議。
在促進亞歐人文交流方面，李克強提出，亞歐各方應支持議

會、社團、智庫、高校、媒體等多渠道、多層次交流，加強在
城鎮化、公共衛生、老齡化、環境保護等領域經驗共享與項目
合作。並且，中方倡議將殘疾人合作列入亞歐合作框架，讓更
多特殊群體和廣大人民都成為亞歐合作的直接受益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意大利是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歐洲之行的最後一站，重

頭戲就是16日和17日出席在意大利米蘭舉行的第

十屆亞歐首腦會議。這是李克強就任總理後首次

出席亞歐首腦會議。李克強在峰會上發言提議

「培育和凝聚亞歐共同體意識，積極構建面向和

平與發展的亞歐新型全面夥伴關係」，並就促進

亞歐合作提出了包

括「推進亞歐互聯

互通和貿易投資自

由化」等三點建

議。 ��		 ���.����.�

李克強提促進亞歐合作三建議
■一是共同維護亞歐和平與安全與穩定發展
■二是共同推進亞歐互聯互通和貿易投資自由化
■三是共同促進亞歐人文交流和社會發展

亞歐會議五次擴容
正在意大利米蘭舉行的第十屆亞歐首腦會議

決定接納克羅地亞和哈薩克斯坦為亞歐會議新
成員。至此，亞歐首腦會議自成立以來經歷了
5次擴容，成員總數從26個增至53個。

亞歐會議創立於1996年3月，創立之初有26個成員，主
要包括亞洲東盟7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
西亞、文萊、新加坡、越南）及中國、日本和韓國，歐盟
的15個成員國以及歐盟委員會。

2004年10月，第五屆亞歐會議首次擴容新成員，吸納了
亞洲的老撾、柬埔寨、緬甸和當年5月加入歐盟的10個成
員國。兩年後的第六屆亞歐會議再次擴容，接納印度、蒙
古國、巴基斯坦、東盟秘書處、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6個
新成員。

而後，亞歐會議在2010年第八屆和2012年第九屆再次擴
容，第八屆會議吸納了俄羅斯、澳大利亞、新西蘭，第九
屆吸納了孟加拉國、瑞士、挪威作為新成員。

■記者 海巖

$
0�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朱昊 北京報道）10月
17日至20日是日本靖國神社的例行秋季大祭時間。
目前正在意大利訪問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再次以內閣
總理大臣的名義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洪磊昨日就安倍晉三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和日本
議員參拜靖國神社一事表示，中方對日本國內圍繞靖
國神社出現的消極動向表示嚴重關切和堅決反對。

日須深刻反省侵略歷史
洪磊強調，中方重申，日本只有切實正視和深刻反

省過去那段侵略歷史，同軍國主義劃清界限，中日關係
才可能實現健康穩定發展。中方敦促日方以負責任態度
妥善處理有關問題，恪守迄今在歷史問題上作出的表態
和承諾，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即將於11月在北京召
開，而峰會期間中日首腦會談是否因靖國神社事件受
到影響，尤引外界關注。中國駐日本大使程永華日前
在日本演講時表示，APEC峰會期間，多國領導人共
聚一堂，為有關雙邊接觸提供了機會。中方希望中日
關係重回正常軌道，但目前中日關係仍面臨現實困
難，日方應在解決政治障礙問題上拿出誠意和實際行

動，這才是關鍵。

日媒：李克強與安倍寒暄
據日媒體報道稱，當地時間16日晚，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在意大利米蘭出席亞歐首腦會議的晚宴後與中
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進行了寒暄。據隨行的日本官房
副長官世耕弘介紹，「兩人站着一邊微笑着握手，一
邊問好。」兩人是在晚宴會場進行接觸的，據稱沒有

談及APEC峰會相關話題。
報道稱，為了促成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屆時與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實現首腦會談，這一寒暄意在營造出雙
方關係改善的氛圍。
另據新華社報道，出席亞歐首腦會議的中國代表團

發言人說：「16日亞歐首腦會議晚宴期間，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主動趨前與李克強總理握手。雙方沒有舉行
會見。」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
長常萬全昨日在北京與越共中央軍委副書
記、國防部長馮光青舉行會談，雙方就下
一步兩軍關係發展達成三點原則共識。
常萬全表示，在當前中越關係開啟轉圜

進程背景下，馮光青率領陣容龐大的高級
軍事代表團訪華，體現了越南黨和軍隊推
動中越關係改善發展的積極政治意願，希
望雙方相向而行，推動兩國兩軍關係健康
穩定發展。
馮光青說，越南黨和軍隊高度重視越中

關係，珍惜越中傳統友誼，真誠希望與中
方加強交流合作，希望兩國軍隊能夠成為
維護越中友好的支柱力量，共同維護地區

和平穩定。

逐步恢復兩軍關係穩定發展
雙方就下一步兩軍關係發展達成三點原

則共識：一是本着「長期穩定、面向未
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的十六字方針
和「好鄰居、好朋友、好同志、好夥伴」
的四好精神，逐步恢復並推動兩軍關係健
康穩定發展；二是兩軍加強團結，為鞏固
兩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維護社會主義建設
事業提供堅強保障；三是恪守中越兩黨兩
國領導人達成的有關重要共識，為妥善處
理海上問題，維護和平穩定局面發揮積極
作用。

李克強總理於當地時間15日晚上

剛到米蘭，就在下榻的酒店會見歐

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和歐盟委員會

主席巴羅佐，並小範圍宴請這兩位

歐盟領導人。

李克強與兩位歐盟領導人餐前聊了近一個小

時，隨後是小範圍晚宴。一張長桌，雙方分列對

坐，各有6人參加。除了李克強和范龍佩、巴羅

佐，還有外長王毅、雙方大使等中歐關係中的重

量級人物。

從菜單看，李克強總理請范龍佩和巴羅佐吃的

是西餐，並且比較簡樸：先是兩道冷盤，然後是

兩道熱菜，最後一份甜點，再簡單不過的西餐。

大家聚在一起，吃的不是飯，是感情。

結束1個多小時的晚宴時，總理用英文對兩位歐

盟 老 友 說 ， 「We have good talks. We are old

friends and good friends forever.（聊得很開心。我

們是老朋友了，也永遠是好朋友。）」

據了解，執掌歐盟多年，下個月范龍佩和巴羅

佐就要「光榮退役」。李克強選擇此時在歐洲主

場「反客為主」請他倆吃飯，透出的是中國外交
的「人情味」，中國人重情義，不會忘了曾經為
中歐關係發展作出貢獻的老朋友。

為了表達對范龍佩和巴羅佐的謝意，李克強還
特意為兩人準備了一份神秘禮物：用壽山石雕刻
了兩人中文名字的印章。

范龍佩和巴羅佐也是有備而來，回贈了李克強
一本彩頁版的歐洲全書和一個真皮文件夾。

■新華網

邀兩歐盟老友晚宴敘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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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在亞歐首腦會議上和與會者交流。 新華社

■李克強邀請范龍佩（左二）和巴羅佐（左一）共
進晚餐。 網上圖片

■安倍晉三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 路透社
■出席亞歐首腦峰會的領導人合影。李克強的位置和
安倍晉三相距不遠。 新華社

■常萬全昨日與越共中央軍委副書記、國防部長馮光青進行會談。 新華社

■李克強出席亞歐首腦會議。 新華社

中越兩軍達共識中越兩軍達共識：：妥處海上問題妥處海上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