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5 年 4
月18日至24
日，29個亞
非國家和地

區的政府代表團在印尼萬
隆召開亞非會議，即萬隆
會議，這是亞非國家和地
區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國家
參加的情況下討論亞非人
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國際會
議。由於當時與會各國社
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宗教
信仰存在差異，作為剛剛成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
代表團遇到種種困難。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提出「求
同存異」方針，強調中方堅守和平共處「五項原
則」，以溫和而睿智的發言成功平息爭論。會議最終
通過《亞非會議最後公報》，其中《關於促進世界和
平與合作的宣言》提出處理國際關係的十項原則，正
是以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石發展得來，
給後世留下「團結、友誼、合作」的寶貴精神財富，
被稱「萬隆精神」。 ■人民網、新華網

香港文匯報訊 亞非領導人會議昨日上午在在印尼
首都雅加達揭幕。據香港中通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
出席會議並發表題為《弘揚萬隆精神 推進合作共贏》
的重要講話，提出各國應大力弘揚萬隆精神，加強亞非
合作，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提出深化亞非
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進南北合作三點倡議，宣佈中
國將於年內對已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97%稅目產品給
予零關稅待遇，強調中國願同有關各方一道推進「一帶
一路」建設，共同建設好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據新華網報道，來自90多個亞非國家的領導人或

代表及國際組織負責人出席為期兩天的會議。習近

平指出，60年前的萬隆會議在和平共處
五項原則基礎上，提出處理國家間關係
的十項原則，為推動國際關係朝着正確
方向發展，發揮了重大歷史性作用。新
形勢下，團結、友誼、合作的萬隆精神
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習近平就弘揚萬
隆精神提出3點倡議。

推動亞非貿易投資自由化
第一，深化亞非合作。面對新機遇新挑

戰，亞非國家要堅持安危與共、守望相
助，把握機遇、共迎挑戰，繼續做休戚與

共、同甘共苦的好朋友、好夥伴、好兄弟。要堅持互利
共贏、共同發展，對接發展戰略，把亞非經濟互補性轉
化為發展互助力，深化區域和跨區域合作，推動貿易和
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構建寬領域、多層次、全方位的亞
非合作新格局。要堅持求同存異、開放包容，在交流互
鑒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前進。
第二，拓展南南合作。廣大發展中國家都面臨着加
快發展、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應該抱團取暖、扶攜
前行。亞非國家要加強同拉美、南太及其他地區發展
中國家團結合作，擴大在治國理政方面的對話交流，
密切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加強機

制建設，壯大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力量。
中方支持印尼方建立亞非中心的倡議。
第三，推進南北合作。要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要推動發達國家切實履行官方發展援助承諾，
在不附加政治條件基礎上，加大對發展中國家支持
力度，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
係，縮小南北差距。

對最不發達國97%稅目零關稅
習近平強調，中國將堅定不移地推進亞非合作，將
於年內對已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97%稅目產品給予零
關稅待遇，並將繼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
條件的援助。中國願同有關各方一道推進「一帶一路」
建設，共同建設好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發揮好絲路
基金作用。中國將繼續推動南南合作及南北合作，共同
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展繁榮。中國未
來5年內將向亞非發展中國家提供10萬名培訓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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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促日表態正視歷史
應約與日相會談半句鐘應約與日相會談半句鐘 安倍承諾堅持村山談話安倍承諾堅持村山談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聰、朱燁 綜合報道）正在印尼出席亞非領導人會議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應約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在歷時約30分鐘的會談中，兩國首腦就中日關係交換意見。習近平說，處理中日關係的大原則，是要嚴格遵循中日四個政

治文件精神，希望日方認真對待亞洲鄰國的關切，對外發出正

視歷史的積極信息。安倍晉三表示願繼續堅持包括「村山談

話」在內以往歷屆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認識。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主席習近平22日在
雅加達會見印尼總統佐科，兩人見證了兩國
高速鐵路項目合作文件的簽署。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印
尼建交65周年，印尼總統上個月對中國進行
了成功的國事訪問，兩國要共同努力，推動
雙方達成的共識更多更快地轉化為實際成
果。要保持各層級密切溝通的良好勢頭，加
緊落實兩國業已達成的協議，加快兩國發展
戰略對接，通過綜合手段推動貿易平衡，

執行好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加強航天、海
上、科技等領域務實合作和人文交流。

鼓勵中企參與印尼基建
習近平指出，中方願鼓勵更多有實力的中

國企業參與印尼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鼓勵
更多中國公民赴印尼旅遊。兩國要加強在聯
合國、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等多邊組
織中的合作，加強在氣候變化、能源糧食安
全等全球性議題上的協調。中方將繼續支持

東盟共同體建設，支持東盟在本地區合作中
發揮主導作用。
會見後，習近平和佐科見證了兩國高速鐵路

項目合作文件的簽署，雙方發表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聯合新聞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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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亞非領
導人會議上發
表講話，新華
社昨日在推特
（Twitter） 、
臉 譜 （Face-
book）、優兔（YouTube）三大海外社交媒體平台上通過「New China」賬號
同步直播。這是新華社首次在海外社交媒體上直播習主席出訪活動。

■新華社

習亞非峰會講話：共同建好亞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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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印尼簽高鐵合作文件

周恩來提「求同存異」成就萬隆會議

新華社直播習講話
首通過Twitter fb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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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提弘揚萬隆精神3倡議：
1. 深化亞非合作，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2. 拓展南南合作，支持印尼建立亞非中心的倡議
3. 推進南北合作，推動發達國對發展國加大支持

■根據新華社資料整理

(
*

■■習近平在亞非峰會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在亞非峰會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會見印尼習近平會見印尼
總統佐科總統佐科。。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會見日本首相習近平會見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安倍晉三。。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指出，處理中日關係的大原則，就是要嚴格
遵循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精神，確保兩國關係沿

着正確方向發展。去年APEC期間，雙方達成的四點原
則共識集中體現了這一思想。歷史問題是事關中日關係
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問題。希望日方認真對待亞洲鄰國
的關切，對外發出正視歷史的積極信息。

中方：願加強對話增信釋疑
習近平強調，中日雙方要彼此奉行積極的政策。我們

願意同日方加強對話溝通，增信釋疑，努力將中日第四
個政治文件中關於「中日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
脅」的共識轉化為廣泛的社會共識。雙方要繼續開展各
領域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和認知。中國提出建
設「一帶一路」和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倡議，
已得到國際社會普遍歡迎。
習近平指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已是不可逆

轉的時代潮流。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希望日
本同中國一道沿着和平發展的道路走下去，共同為國際
和地區和平、穩定、繁榮作出更大貢獻。兩國領導人要
為此承擔起應盡的責任。

日方：願探討亞投行問題
安倍晉三表示，我十分希望改善日中關係。日中關係

發展有利於兩國人民和世界和平與發展。我完全同意日
中兩國發展互不構成威脅。日方願意落實雙方去年達成
的四點原則共識，積極推進兩國各領域的交往與對話，
增進兩國人民相互理解。我和日本內閣已在多個場合承
諾，願繼續堅持包括「村山談話」在內以往歷屆政府在
歷史問題上的認識。這一立場不會改變。日本決心繼續
走和平發展道路。日方認識到亞洲地區對基礎設施投資
有巨大需求，願基於這一認識同中方探討有關亞洲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朱燁、張聰 北京
報道）北京大學國際
關係學院教授梁雲祥

向本報記者表示，昨日的「習安
會」是去年11月雙方首腦會晤的延
續，安倍表態堅持「村山談話」，
在緩和中日關係持續惡化上釋放出
了善意信號。但是，中日關係能否
繼續回暖，還將取決於紀念反法西
斯勝利70周年時，安倍將發表什麼
樣的談話。同時，他提醒，此次會
面並非正式會談，且時間不長，雖
然有了原則性表態，但中日之間存
在的結構性矛盾非一日之寒，短期
內不會得到解決。

會晤釋善意 矛盾依然在
梁雲祥指出，自去年11月中日首

腦會晤後，中日關係較之以往已經
得到了改善，並在近半年內沒有明
顯衝突，昨日會談可視為去年「破
冰會晤」的延續。他續指，此次談
話內容涉及到要促進雙方的共同利
益和共同責任，以及安倍表態堅持
「村山談話」等，表明中日雙方主
觀上都希望改善關係，並就此釋放
出了善意信號。
同時，他亦提醒，安倍晉三此前

進行的一系列否認歷史的活動表
明，要從根本上改變其政治理念是
不可能的，雖然此次釋放了改善關
係的信號，但釣魚島問題及其他關
鍵矛盾點，日本依然與中國各執一
詞，實質性改變絲毫未涉及。
梁雲祥認為，從長遠看，中日關

係未來能否朝更好方向邁進，取決於多方面因
素；但僅從今年來看，則主要取決於紀念反法
西斯勝利70周年時的安倍談話。他預計，迫於
日本國內和國際社會的較大壓力，安倍談話雖
然不會做得更好，但至少不會否認「村山談
話」，「安倍可能在村山的基礎上，更多地去
強調戰後的日本，一個追求和平、為國際社會
作出貢獻的日本。」

日與美結盟 難撐亞投行
而對於安倍提到的「願意與中方探討有關亞

投行」問題，梁雲祥則表示，如果單從經濟角
度考慮，在其他世界性銀行貸款能力下降時加
入亞投行也是合作互補的選擇，但日本作為美
國的盟國，在政治上將有更多謹慎的考量，未
必會如安倍的表態那般支持亞投行。

■周恩來當年在亞非會
議上發言。 新華社

■■習近平與安倍在會習近平與安倍在會
前握手前握手。。 美聯社美聯社

■新華社YouTube首頁換上習近平最新外訪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