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爭議不應影響其他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應菲律賓總統杜特爾

特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地時間11月20日至21日對菲律

賓進行國事訪問。21日下午，習近平離開馬尼拉啟程回國。菲律

賓政府高級官員到機場送行。21日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菲

律賓共和國聯合聲明》說，兩國領導人就兩國關係未來發展及共同

關心的地區和國際問題，達成重要共識。聲明還表示，南海爭議不

是中菲關係的全部，不應影響雙方其他領域互利合作。雙方以和平

方式處理爭議，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

威脅。習近平邀請杜特爾特明年4月來華

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

論壇，杜特爾特接受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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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結束訪菲 兩國聯合聲明達多項重要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
地時間21日在馬尼拉會見菲
律賓眾議長阿羅約和參議長
索托。習近平稱讚阿羅約和
索托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好朋友，讚賞兩位議長長期
以來為中菲友好所做的大量
工作。
習近平指出，近年來，中

菲關係煥發新的活力，實現
了由轉圜、鞏固到提升的跨
越式發展，為兩國人民帶來
福祉，促進了地區和平穩
定。我同杜特爾特總統一致
決定建立中菲全面戰略合作
關係，更好引領兩國關係發
展。我們要沿着這一正確道
路繼續大步向前，深化務實
合作，夯實雙邊關係物質基
礎，加強人文交流，築牢雙
邊關係民意基礎，妥處南海
問題，堅持雙邊關係發展正
確方向，做共同發展的好鄰
居、好夥伴。

盼兩國立法機構加強交流
習近平指出，立法機構友

好交往是中菲關係重要組成
部分。當前，中菲關係站在
新的歷史起點上，展現出廣
闊發展前景。希望菲律賓參

眾兩院能夠為促進中菲友好
發揮更大作用。兩國立法機
構要互學互鑒，加強治國理
政經驗交流，開展多層次、
多形式交流合作，密切在國
際和地區議會組織中的協調
和配合，為兩國關係發展提
供助力。希望菲律賓議會支
持政府推進同中國務實合
作，支持、推動兩國在教
育、文化、旅遊等領域合
作，讓中菲關係的民意基礎
更加堅實。
阿羅約和索托歡迎習近平

訪問菲律賓。他們表示，菲
中關係正處於歷史最好時
期，兩國全方位合作良好，
中國是菲律賓經濟發展最重
要的夥伴之一。菲律賓感謝
中國對菲律賓發展的支持，
願學習中國在短時期內實現
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成功經
驗，加強經貿、基礎設施建
設等合作，促進人文交流，
增進兩國人民利益。菲律賓
參眾兩院贊同將菲中關係提
升為全面戰略合作關係，支
持杜特爾特政府發展好菲中
關係，願加強同中國立法機
構交流，深化各領域務實合
作，造福兩國人民，推動打
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香港文匯報訊 13年後，中國國家元首再次訪
問菲律賓。在經歷多年風雨之後，中菲關係這一
次邁上了一個新台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菲
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當地時間20日舉行會談，共
同規劃了兩國關係的未來，並一致決定建立中菲
全面戰略合作關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昨日發表
評論文章回顧了2005年至2016年杜特爾特總統
上任前，受域外國家挑起南海爭端的影響，中菲
雙邊關係發生變化，兩國建設戰略性合作關係的
努力也被迫放棄。
文章進而指出，2016年，杜特爾特總統上任
後，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菲兩國重回通
過對話協商妥善處理南海問題的正軌上。此後，
習近平與杜特爾特有6次會晤。在兩國元首的共
同引領下，中菲關係翻開了新的篇章。
在基礎建設方面，中方對杜特爾特總統推進

以「大建特建」計劃為核心的國家經濟戰略給予
大力支持。與此同時，中菲經貿關係在過去兩年
也獲得巨大發展。中國已成為菲律賓最大貿易夥
伴、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和第二
大遊客來源國。去年，雙邊貿易額首次超過500
億美元，中方在菲律賓直接投資超過5,300萬美
元，比上一年增長了67%。而今年前8個月，來
自中方的直接投資就已經高達1.8億美元，可謂
勢頭正勁。
文章續指，中菲兩國元首當日在決定提升兩

國戰略合作關係的同時，還共同見證了兩國簽署
《關於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諒解備忘
錄》、《關於油氣開發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等多
項雙邊合作文件。其中，中菲就合作開發海上油
氣資源的諒解備忘錄倍受關注。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中菲在南海有廣泛共

同利益，可以繼續通過友好協商管控分歧，推進
海上務實合作，為地區和平穩定和人民福祉作出
應有貢獻。

創中國東盟海上合作範例
杜特爾特總統表示，中國國家主席13年來首

次到訪菲律賓，具有歷史性意義，是兩國關係的
重要里程碑，將掀開兩國夥伴合作的新篇章。他
特別強調，菲方贊同本地區國家共同維護南海和
平穩定，在處理國際事務中，中國站在歷史的正
確一邊。菲方願密切同中方在聯合國等多邊框架
內溝通協調。
文章最後指出，從這個意義上說，習主席此

次訪問菲律賓，不僅加強了中菲政治互信，大大
促進兩國關係發展，更為推進中國與東盟有關國
家海上務實合作開創了範例。

央廣電：中菲關係又見彩虹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

客戶端消息，在昨天的外交
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耿
爽宣佈，應中印邊界問題中
方特別代表王毅邀請，印方
特別代表、印度國家安全顧
問多瓦爾將於11月23日至24
日來華舉行中印邊界問題特
別代表第21次會晤。
耿爽介紹，今年以來，在

兩國領導人的戰略引領下，
中印關係呈現向好發展勢
頭，各領域交流合作不斷深
入。雙方就涉邊事務保持密

切溝通協調，通過對話協商
妥善管控爭議，兩國邊境地
區保持總體穩定。
耿爽表示，兩國特代將就

邊界問題進行深入溝通，按
照兩國領導人共識精神，從
兩國關係大局和兩國人民的
福祉出發，在雙方已取得的
成果基礎上，積極推進談判
進程，與此同時，妥善管控
邊界爭議，維護邊境地區和
平與安寧。雙方還將就中印
關係中的重大問題和國際地
區問題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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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經貿往來
中方將擴大進口更多菲律賓
熱帶水果等優質農產品
加快落實《中菲工業園區合
作規劃》，為兩國企業赴對
方國家投資提供良好環境

文化交流
中方將啟動在菲律賓設立中
國文化中心

資源開發
商討包括海上油氣勘探和開
發，礦產、能源及其他海洋
資源可持續利用等在內的海
上合作

資料來源：央視網

國際合作
建立中菲全面戰略合作關係
簽署兩國《共建「一帶一
路」合作諒解備忘錄》

聯合聲明加強兩國合作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馬尼拉會見菲律賓眾議長阿羅約和
參議長索托。 新華社

■■聯合聲明指南海爭議聯合聲明指南海爭議
不是中菲關係的全部不是中菲關係的全部。。
圖為渚碧礁圖為渚碧礁。。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訪問期間，兩國領導人舉行會談，
回顧中菲友好交往歷史，規劃兩

國關係未來發展，並就共同關心的地區
和國際問題交換意見，達成重要共識。
聲明說，兩國元首一致認為，將中菲

關係提升到更高水平符合兩國及兩國人
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決定在相互
尊重、坦誠相待、平等互利、合作共贏
基礎上建立中菲全面戰略合作關係。
雙方歡迎此訪簽署兩國《共建「一帶
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歡迎《2025
年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等合作倡議
對促進地區互聯互通的貢獻。

重申維護南海航行自由
聲明說，雙方就南海問題交換了意

見，認為南海爭議不是中菲關係的全
部，不應影響雙方其他領域互利合作。
雙方重申維護和促進地區和平穩定以及
在南海的航行和飛越自由的重要性。致
力於根據包括《聯合國憲章》和1982年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中
公認的原則，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通
過友好磋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處理爭
議，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雙方認為，在中國和包括菲律賓在內
的東盟國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形勢更趨
穩定。雙方將同其他東盟國家一道，全
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保持「南海行為準則」單一磋商文本草
案積極磋商勢頭，爭取在協商一致基礎
上早日達成有效的「準則」。
雙方同意保持自我克制，不採取使爭

議複雜化、擴大化和影響和平與穩定的
行動。雙方認識到建立信任措施對增進
互信意義重大，肯定中菲南海問題雙邊
磋商機制和海警海上合作聯委會機制的
重要性。

加強既有機制保海上安全
雙方同意最大限度發揮並加強既有的

防務和海警對話聯絡機制作用，及時應
對海上突發情況，增進雙方有關部門互
信和信心。
雙方歡迎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與菲律賓共和國政府關於油氣開發合作
的諒解備忘錄》，願積極商討包括海上
油氣勘探和開發，礦產、能源及其他海
洋資源可持續利用等在內的海上合作。
雙方同意加強其他既有涉海合作機制

作用，落實好有關國際海事文件，確保
海上人命安全，加強海洋環境保護和人
力資源開發合作。

邀菲總統出席「帶路」高峰論壇
聲明說，雙方同意共同維護國際和平

與安全，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多邊自由
貿易體制，促進發展合作，加強在聯合
國等國際多邊框架下合作。
聲明說，雙方一致認為，習近平主席此

次訪問增進了中菲友好與合作，對中菲關
係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習近平主席對杜
特爾特總統及菲方給予的熱情友好接待表
示感謝，邀請杜特爾特總統明年4月來華
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杜特爾特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邀請。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2020日日，，國國
家主習近平在馬尼拉同家主習近平在馬尼拉同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舉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舉
行會談行會談。。 新華社新華社

■■中菲發表的聯中菲發表的聯
合聲明指合聲明指，，雙方雙方
會以和平方式處會以和平方式處
理爭議理爭議，，不訴諸不訴諸
武力或以武力相武力或以武力相
威脅威脅。。圖為兩國圖為兩國
元首在菲律賓時元首在菲律賓時
間間2020日舉行的日舉行的
國宴上舉杯祝國宴上舉杯祝
酒酒。。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