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構建亞洲安全治理模式
強調恐怖主義威脅日益突出 區域內安全合作亟待加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簡稱亞信

會議）第五次外長會議昨日在北京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發

表題為《凝聚共識 促進對話 共創亞洲和平與繁榮的美好未來》的重要講

話，強調要堅持和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凝聚共

識，促進對話，加強協作，推動構建具有亞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共創

亞洲和平與繁榮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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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首先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會議召開表示
熱烈祝賀，指出這次會議以「以對話促安全」

為主題，凝聚各方共識，促進亞洲安全，謀求共同
發展，加強亞信作用，促進信任和協作。這對亞洲
乃至世界安全和繁榮具有重要意義。

以對話增互信解紛爭促安全
習近平指出，今天的亞洲，和平穩定是大勢所
趨，發展繁榮是民心所向。亞洲經濟領跑全球，區
域合作和一體化進程方興未艾，亞洲在全球發展全
局中的戰略地位不斷上升。同時，亞洲局部動盪衝
突等傳統安全問題仍然存在，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
全威脅日益突出，區域安全合作亟待加強。
習近平強調，在2014年亞信上海峰會上，中方倡
議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走
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亞洲安全之路。新形勢下，我
們要把握方向，發展合作共贏的新型夥伴關係，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守望相助，同舟共濟，在追求本國
利益時兼顧各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時促進各
國共同發展，在維護本國安全時尊重各國安全，構建
亞洲命運共同體。我們要夯實基礎，把亞洲多樣性轉
化為擴大交流合作的動力，推動不同文明包容互鑒、
共同發展，為地區安全綜合治理營造更加深厚的基
礎。我們要互諒互讓，堅守道義，堅持通過對話協
商，依據國際法，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爭議問題，以
對話增互信，以對話解紛爭，以對話促安全。通過建

立規則機制管控危機，通過增進互信緩和緊張，通過
政治手段化解危機，逐步推動複雜地區熱點問題的解
決。我們要堅持和發揚亞洲國家長期以來形成的相互
尊重、協商一致、照顧各方舒適度的亞洲方式，加強
地區各項安全機制協調，逐步探討構建符合亞洲特點
的地區安全合作新架構。

歡迎域外國家貢獻正能量
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合作潮流浩浩蕩蕩，包
容理念深入人心。亞洲國家和人民有能力更有需要
通過對話合作維護亞洲安全和發展環境。我們歡迎
域外國家為亞洲和平發展貢獻正能量，同亞洲國家
一起促進亞洲安全穩定和發展繁榮。中國奉行和平
外交政策，始終是國際和地區安全的維護者、建設
者、貢獻者。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
不移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
序，堅定不移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
際關係，致力於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強調，當前，中國人民正在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團結奮鬥。中國人民將在追
求中國夢的過程中幫助和支持各國人民實現各自的
美好夢想，一道實現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亞洲
夢，共創亞洲美好未來。
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五次外長會議4

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舉行。亞信成員國、觀察員
國和有關國際組織等40餘個代表團出席本次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
部長常萬全27日在莫斯科國際安全會
議發表演說。他指核恐怖主義風險有
增無減，暴力極端主義活動肆虐，外
國恐怖作戰分子「回流」的問題突
出，網絡社交媒體成為傳播策劃恐怖
活動的新陣地，打擊恐怖主義刻不容
緩。

反恐合作應淡化意識形態因素
據新華社報道，常萬全當天出席第

五屆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並就第一
次全會議題「恐怖主義——全球安全
的主要威脅」發表演講。本屆莫斯科
國際安全會議由俄羅斯國防部主辦，
出席會議的有來自巴基斯坦、白俄羅
斯等18個國家的國防部長，以及聯合
國、歐安組織等地區組織負責人和各
國專家學者。
常萬全指出，打擊恐怖主義必須綜

合治理，標本兼治，綜合運用政治、
經濟、文化、外交等手段，鏟除恐怖
主義生長的土壤。反恐合作應淡化意
識形態因素，尊重彼此文化傳統、社
會制度、發展道路，提倡對話與溝
通，倡導相互交流借鑒、包容共處。
打擊恐怖主義必須摒棄雙重標準，不
應與特定民族或宗教掛鈎，不能借反
恐之名干涉他國內政、尋求與維護國
際安全穩定相悖的目的。要充分發揮
聯合國的主導作用，嚴格遵循《聯合
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以及其他國際法
準則，尊重當事國主權、獨立和領土

完整，遵守使用武力的國際法規則。

星防長籲亞太加強軍事合作
另據聯合早報網報道，首次出席第

五屆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的新加坡國
防部長黃永宏於全體代表會上發表演
講，呼籲亞太各國加強軍方合作，一
起應對共同的跨國性安全挑戰。
黃永宏指出，無論是來自「基地」

組織或「伊斯蘭國」組織的恐怖威
脅，或是網絡安全、人口販賣及大規
模殺傷性武器擴散，這些跨國性挑戰
不是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自解決的，
需要的是國與國之間的共同努力和適
當的軍事動員。
黃永宏說：「國與國之間都相互影

響與牽連，任何地方的衝突都可能會
讓大家付出慘重代價。」他為此呼籲
各國更頻密地對話，推展實際合作，
因為這對大家和個別國家都有利，至
少軍隊之間的互動將有助減少誤判風
險。

常萬全：核恐怖主義風險有增無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
國防部昨日表示，中國軍隊將參加東盟防長擴
大會海上安全與反恐聯合演練。
在當日的國防部例行記者會上，新聞發言人

吳謙介紹，根據東盟防長擴大會（10+8防長
會）海上安全專家組與反恐專家組工作計劃，
東盟防長擴大會海上安全與反恐聯合演練將於5
月2日至12日在文萊、新加坡以及兩國之間海
域舉行。演練科目包括聯合訓練、編隊航行、
護航、海上搜尋、直升機互降、反恐等。中國
軍隊將派「蘭州」號導彈驅逐艦、12名特戰隊
員和4名參謀人員參演。
據知，「蘭州」號昨日上午已從三亞某軍港

解纜起航。該艦是中國自主研製的052C型導彈
驅逐艦首艦，艦長155.5米，寬17.2米，滿載排
水量6,280餘噸，2005年10月服役於海軍南海
艦隊，被譽為「中華神盾」。
吳謙說，此次演練是東盟防長擴大會框架下首

次海上安全與反恐演練，有利於各成員國軍隊相
互學習借鑒，深化防務安全領域的務實合作。

美南海「航行自由」行動乃挑釁
此外，對於外電報道美國即將進行新一輪在

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動，吳謙回應稱，美方
很喜歡拿「航行自由」說事，擺出一副為世界
和平操碎了心的樣子。但事實上，南海的航行
自由不存在問題，反而是美方所謂的「航行自
由」行動攪亂了南海局勢，破壞了地區穩定，
損害了沿岸國家的安全利益。「航行自由」已
經成為美方插手南海爭議的一個借口。
吳謙強調，美方的所謂「航行自由」行動對中
方構成政治和軍事挑釁，極易導致海空不測事
件，是十分危險的。他說，「我們將繼續嚴密監
視海空情況，並根據需要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中國神盾艦參加東盟海上反恐演習

■常萬全在第五屆莫斯科國際安全會
議上發表演講。 路透社

■■「「蘭州蘭州」」號導彈驅號導彈驅
逐艦被譽為逐艦被譽為「「中華神中華神
盾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成立亞信會議這一多邊論壇的倡
議，是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
夫1992年10月在第47屆聯合國大會
上提出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亞洲大

陸上建立起有效的、綜合性的安全保障機制。倡議
一經提出，就得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不少國家
的贊同和積極參與。1993年3月起，亞信會議開始
活動。

亞信會議建立了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會議、外長
會議、高官委員會會議、特別工作組會議和部門領
導人會議機制。會議並在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常設
秘書處為執行機構。
截至2014年5月，亞信會議擁有26個成員國，11

個觀察員國家和組織，成為亞洲為數不多的跨文
明、跨地域、討論地區安全與合作問題的重要平
台。 ■資料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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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信」常設秘書處屬執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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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信』好像是一個
會議吧。」「沒聽說『亞
信』啊！」筆者昨日向兩
位媒體同仁發問，得到截
然不同的結果。的確，倘

掃描當今亞洲地區多邊組織或論壇，我們很
可能會先想到「東盟」、「美日韓安保」、
「香格里拉」和「上合」等名詞，而對亞洲
地緣政治和安全新現實中的後來者「亞
信」，知之甚少。但別忘了，「上合」、
「G20」和「金磚」等也都是近年才為人熟
悉的。今天不重要，並不代表明天不重要。
亞洲地區的政治版圖正被一些新角色改寫，
「亞信」無疑是其中之一。

「亞信」的倡議者是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
爾巴耶夫。1992年，蘇聯解體一年後，這位
前蘇聯著名政治家站在聯合國講壇登高一
呼，提出「亞信」倡議，但和者寥寥。之
後，「亞信」被束之高閣十年有餘。十年
後，與哈國同屬突厥語國家的中東大國土耳
其，雄心勃勃接過主席國接力棒，但同樣是
曲高和寡。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
特別是美國提出「重返亞太」戰略、俄美關
係因烏克蘭危機幾近破裂後，「亞信」機制
才煥發生機。2014 年，中國擔任主席國，
「亞信」發展進入快車道。除在阿拉木圖設
立秘書處和定期舉行元首峰會外，「亞信」
更通過了共同行為準則，創立了「信任措施
合作」模式，初步確立了亞洲新安全觀，
「亞信機制」越來越得到區內國家的廣泛認
同和支持。「亞信」今天已擴大到28個成員
國，甚至美日也不甘「被邊緣化」，申請成
為觀察員國。

正向協調合作機制轉變
今天沒問題，不等於明天沒問題。儘管亞

洲地區經濟高速增長，世界經濟和政治的重
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但該區域集中了阿富
汗、朝鮮半島、東海和南海等全球最複雜的
挑戰和難題，倘缺乏一個類似歐安組織那樣
的區域安全體系和解決爭端平台，亞太的長

久和平和繁榮就無從談起，今天的經濟奇跡就隨時面臨中
斷危險。這是近幾年中俄對「亞信」從態度「消極」，到
轉為「積極」的動因之一。更重要的，美國在亞太加速編
織遏制中俄崛起的軍事同盟，將日本、菲律賓、澳洲、韓
國和新加坡等國作為遏華棋子，遏制和反遏制，包圍和反
包圍，努力構建公正合理的亞洲安全架構，因此成為中俄
等國的不二選擇。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和可持續的
亞洲安全觀」，已得到越來越多區內國家的認同。有理由
相信，「亞信」正從理念和安全對話平台，向構建具有協
調、合作和解決地區安全挑戰的機制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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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闡述中國對周邊
地區熱點問題立場

■朝鮮半島問題
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全面完整執行聯合國
安理會有關決議，決不允許半島生戰生亂，
一旦發生這樣的情況對誰都沒有好處。

■南海爭端
一貫致力於維護南海地區和平穩定，堅持通
過同直接當事國友好協商談判和平解決爭
議。中方願同東盟國家一道努力，將南海建
設成為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

■阿富汗問題
積極參與阿富汗問題伊斯坦布爾進程，支持
阿富汗和平重建，支持「阿人主導，阿人所
有」的包容性政治和解進程。資料來源：新華社

亞信會議大事記
■以1993年3月召開的第一次專家組織會議為標誌，
實際啟動亞信會議合作進程。

■1992－1995年，組織亞洲各國專家、學者、外交
官參加研討會，初步制定亞洲安全合作的階段性目
標，並在此基礎上籌建亞信國際會議。

■1995－1998年，召開亞洲國家較高級別領導人參
加的多邊安全合作會議。

■1998－2000年，與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之間建立
機制性聯繫，形成跨亞歐兩大洲的常設安全合作機
制。

■2000－2005年，建立統一的歐亞安全與合作體
系，進而向美、非各大洲擴展，最終形成全球性的
集體安全體系。其間亞信第一次峰會2002年在哈
薩克斯坦阿拉木圖舉行。

■2014年5月20日至21日，亞信第四次峰會在上海
舉行。上海峰會是亞信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會
議。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會議並作主旨講話，倡導
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會議發
表《上海宣言》。 資料來源：新華網、百度百科

■■亞信會議第五次外長會議昨日在北京開幕亞信會議第五次外長會議昨日在北京開幕。。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出席亞信會議第五次外長會習近平出席亞信會議第五次外長會
議開幕式並發表重要講話議開幕式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