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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抵禦風險 實現共同發展
主持第22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李

克
強
：

李克強在發言中表示，中國和東盟建立對話關係
以來，給雙方和地區都帶來福祉。中國始終支

持東盟在東亞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習近平主席提出要
攜手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中國同
東盟始終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解
決爭議，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我們堅定走共同發展道
路，促進經貿合作在高水平上持續躍升。我們不斷推
動文明互鑒，夯實民意基礎，促進民心相通，去年人
員往來達5,700萬人次。

冀各方積極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磋商
李克強指出，當前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給各

國帶來新的嚴峻挑戰。中國和東盟國家應共同維護
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攜手共同抵禦風險，實現共
同發展。要堅持普惠共贏，加快經貿合作升級。早
日完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
判，為東亞經濟一體化奠定基礎。落實好中國—東
盟自貿區升級《議定書》，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
利化。要增強戰略互信，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南
海行為準則」（「準則」）是《南海各方行為宣
言》（「宣言」）的升級版。去年中方提出爭取三
年達成「準則」的願景。各方已經提前完成第一輪
審讀，啟動第二輪審讀。希望各方遵循「宣言」各
項原則，按照共同商定的時間表積極推進磋商，相
向而行，維護好南海和平穩定。要堅持世代友好，
持續密切人文交流。加強媒體、衛生、教育、旅遊
等領域合作。中方未來三年願為東盟培養1,000名
衛生行政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支持中國—東盟菁
英獎學金等項目，促進民心相通。
李克強表示，中方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奉

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願將共建「一帶一路」倡
議同東盟整體及各國發展戰略對接。加快推進現有
經濟走廊運輸通道建設，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合
作，支持東盟東部增長區建設。推動數字經濟、人
工智能、大數據、網絡安全等領域創新合作。打造
中國—東盟藍色經濟夥伴關係，加強海洋生態保
護、海洋產業、清潔和可再生能源、水利技術等領
域交流合作。
與會東盟國家領導人祝賀新中國成立70周年，
認為東盟—中國關係是東盟夥伴關係中最具活力的
一組關係，充分肯定過去一年雙方合作取得的新進
展，感謝中國支持東盟在區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願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拓展互聯互通、科
技創新、電子商務、智慧城市、藍色經濟等領域合
作，擴大雙向投資，爭取雙方貿易額早日突破1萬
億美元，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各方積極
評價「準則」磋商取得的積極進展，願繼續保持勢
頭，推進磋商進程，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促進
地區發展繁榮。

會議制定戰略夥伴行動計劃
會議宣佈制定《落實中國—東盟面向和平與繁榮

的 戰 略 夥 伴 關 係 聯 合 宣 言 的 行 動 計 劃
（2021-2025）》，發表涉及「一帶一路」、智慧
城市、媒體交流合作的聲明，宣佈2020年為中
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年。與會領導人觀看了中
國—東盟菁英獎學金項目有關短片。
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蕭捷出席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當地時

間11月3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泰國曼谷出席第22次中國—東盟（10+

1）領導人會議。東盟輪值主席國泰國總

理巴育以及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文萊蘇

丹哈桑納爾、印尼總統佐科、馬來西亞總

理馬哈蒂爾、越南總理阮春福、緬甸國務

資政昂山素季、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老撾

總理通倫、柬埔寨首相洪森與會。李克強

與巴育共同主持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
在曼谷會見出席東亞合作領
導人系列會議的越南總理阮
春福。
李克強表示，中越是近鄰，同

為新興經濟體。希望雙方牢牢把
握雙邊關係發展的大方向，相向
而行，為明年兩國建交70周年營
造良好氛圍。雙方要妥善處理海
上問題，為擴大交流合作創造有
利條件。在當前世界經濟下行壓
力加大背景下，東亞合作要堅持
開放包容，聚焦合作，共同應對
挑戰。中方願同越方鞏固政治互

信，深化互利合作，為兩國人民
謀福祉。中方支持越方明年擔任
東盟輪值主席國，願同包括越方
在內的東盟各國一道，推動中
國－東盟關係和東亞合作取得更
大發展。
阮春福祝賀新中國成立70周

年，並表示，越南高度重視發
展對華關係，願以明年兩國建
交70周年為契機，加強高層交
往，深化各領域合作，通過對
話溝通穩妥處理海上問題，推
動兩國關係持續穩定向前發
展。
蕭捷參加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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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右）會見越南總理阮春福。 新華社資料來源：中新社

中國始終支持東盟在東亞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中國和東盟國家應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攜手共同
抵禦風險，實現共同發展

早日完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為東
亞經濟一體化奠定基礎

落實好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議定書》，促進貿易投資自
由化便利化

要增強戰略互信，維護地區和平穩定

要堅持世代友好，持續密切人文交流

加強媒體、衛生、教育、旅遊等領域合作

中方未來三年願為東盟培養1,000名衛生行政人員和專業技
術人員，支持中國—東盟菁英獎學金等項目，促進民心相通

加快推進現有經濟走廊運輸通道建設，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
通合作，支持東盟東部增長區建設

推動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大數據、網絡安全等領域創新合作

打造中國—東盟藍色經濟夥伴關係，加強海洋生態保護、海
洋產業、清潔和可再生能源、水利技術等領域交流合作

總 理 講 話 要 點

■當地時間11月3日上午，李克強（左五）在泰國曼谷出席第22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昨日獲
悉，互金整治領導小組和網貸整治領導小組近日
聯合召開加快網絡借貸機構分類處置工作推進
會。會議明確，下一階段要堅定持續推進行業風
險出清，將穩妥有序化解存量風險、多措並舉支
持和推動機構良性退出或平穩轉型作為重點，切
實保護投資人合法權益，維護各地經濟金融和社
會政治穩定。

網金風險持續收斂
據了解，專項整治工作啟動以來，內地網絡借
貸等互聯網金融行業風險持續收斂，網貸領域風
險形勢發生根本好轉。截至今年10月末，內地
納入實時監測的在運營機構數量已降至427家，

比2018年末下降59%；借貸餘額比2018年末下
降49%，出借人次比2018年末下降55%；行業
機構數量、借貸規模及參與人數已連續16個月
下降。
會議指出，網絡借貸等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
治已進入攻堅階段。後續工作要堅持以市場風險
出清為目標，繼續深入徹底整治。對於未接入國
家互聯網應急中心實時監測系統的機構，要限期
退出。對於已接入實時監測系統的機構，抓緊核
查其按照監管辦法和監管要求進行整改的情況，
對於不符合金融信息中介定位的機構要盡早勸其
退出。各地方人民政府和專項整治工作聯合辦公
室，要嚴格按照規定審查申請進入試點的機構，
落實各方責任。

打擊違法違規機構
會議表示，下一步工作要堅定以退出為主要方
向，壓實股東、平台的責任，推動大多數機構良
性退出，有計劃、分步驟限期停止業務增量。支
持機構平穩轉型，引導無嚴重違法違規行為、有
良好金融科技基礎和一定股東實力的機構轉型為
小貸公司。對於極少數具有較強資本實力、滿足
監管要求的機構，可以申請改制為消費金融公司
或其他持牌金融機構。對於嚴重違法違規的機
構，要加大打擊力度。
會議表示，要依法保護投資人合法權益，加大
追贓挽損力度，嚴厲打擊惡意逃廢債，加大失信
懲戒力度，切實維護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大局。

晤澳總理：合作應對世界經濟下行壓力

■2018年，深圳市多家P2P網貸平台出現無法兌付問題，造成投資群眾經
濟受損。圖為深圳市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局打擊P2P網貸平台借款方惡意逃
廢債新聞通氣會。 資料圖片

內地力推網貸機構良性退出或轉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當地時
間11月3日下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曼谷出席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期
間，同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舉行第七輪
中澳總理年度會晤。
李克強指出，中澳合作不損害第三

方，不針對第三方，也不應受第三方影
響。中澳互為重要經貿合作夥伴。在當
前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背景下，雙方
應該合作應對。中國在服務業領域正在
採取擴大開放舉措，為包括澳方在內的
世界各國提供了重要機遇。中國願同澳

方繼續開展貿易、能源、金融、教育、
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交流與合作，希望
澳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努力推動兩國關
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
莫里森祝賀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並表

示，中國的發展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

過去數十年使數億人成功脫貧，令人欽
佩。澳方高度重視對華關係，致力於推
進澳中關係發展。雙方在貿易、環保、
民間交往、留學生等領域合作取得積極
成果，給兩國帶來實際利益。
蕭捷參加上述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