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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當地時間

1 月 18 日 上

午，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內比

都同緬甸國務

資政昂山素姬

舉 行 正 式 會

談。雙方達成

四點共識，指

要加快發展對

接，建好中緬

經濟走廊，同

時發揮好皎漂

項目對經濟走

廊的示範帶動

作用。

習近平晤昂山 達成四共識
加快發展對接 聚焦龍頭項目 擴大貿易投資 深化人文交流

習近平表示，中緬胞波情誼深厚。當前
中緬都已進入國家發展的新階段，雙

邊關係面臨新的發展契機。這次我們決定
共同構建中緬命運共同體，開啟了雙邊關
係的新時代。我們要抓好落實，對兩國下
一階段各領域交流合作進行系統規劃和部
署，加強對兩國關係的政治引領，推動中
緬關係邁上新台階。
一是加快發展對接，建好經濟走廊。

雙方要推進兩國經貿合作五年規劃，有
效對接發展戰略，落實好兩國經貿和產
能合作。中緬經濟走廊建設是雙方共建
「一帶一路」的重中之重。雙方已經啟
動中緬經濟走廊實質建設，要盡快提高
兩國人民特別是緬甸民眾的獲得感。

發揮皎漂項目示範作用
二是聚焦龍頭項目，加強互聯互通。

雙方同意發揮好皎漂項目對中緬經濟走
廊的示範帶動作用，同時加快推進中緬
邊境經濟合作區和仰光新城建設，從而
形成經濟走廊北、東、西三端支撐的整
體佈局。雙方要統籌推進公路、鐵路、
電網等互聯互通項目，盡快形成連通走

廊的骨架網絡。
三是擴大貿易投資，密切地方合作。

中國同緬甸開展務實合作始終堅持正確
義利觀。中方歡迎緬方擴大對華出口，
支持中國企業加大對緬投資，願同緬方
加強金融合作。雙方要發揮好中緬經濟
走廊北端自滇入緬區位優勢，促進雲南
等中國地方省份同緬方的交流合作，服
務兩國發展的大局。
四是深化人文交流，促進民心相通。

雙方要辦好建交70周年慶祝活動和中緬
文化旅遊年，鼓勵更多青年開展交流，
使胞波友好繼往開來，薪火相傳。雙方
要抓好中緬經濟走廊沿線的民生、安全
和基礎設施建設，力爭使更多緬甸基層
民眾早得實惠。

緬方願積極推進經濟走廊建設
昂山素姬再次熱烈歡迎習近平主席對

緬甸進行國事訪問。她表示，緬方高度
珍視緬中友誼，希望繼續做中國的好朋
友。習近平主席這次訪問具有里程碑意
義，成果豐碩，將極大深化緬中胞波情
誼，促進兩國務實合作。緬方願積極推

進緬中經濟走廊建設，全力落實皎漂項
目，加快推進交通、能源、產能、人
文、邊境、地方等領域合作。緬方願同
中方攜手前行，共同構建緬中命運共同
體，更好造福兩國人民。
昂山素姬表示，緬中關係的重要特點

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長
期以來，中國在雙邊和國際層面給予緬
方寶貴理解和支持，對此，緬甸人民銘
記在心。中國的支持不是出於私利，而
是為了捍衛公平正義，對於像緬甸這樣
的小國格外彌足珍貴。當前，世界和平
與發展、國際公平正義等問題還沒有得
到根本解決，有的國家以人權、民族、
宗教問題為藉口粗暴干涉別國內政，但
緬甸決不接受這種施壓和干涉。希望中
方繼續在國際場合為緬甸等中小國家主
持公道，為推進緬甸國內和平進程發揮
建設性作用。

中方支持緬方維護國家尊嚴正當權益
習近平強調，路遙知馬力，患難見真

情。中國是值得緬方信任的好朋友。中
緬共同倡導和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不僅互信互幫互助，樹立了國家間交往
典範，也為推動建立新型國際關係作出
了歷史性貢獻。中方一貫堅持尊重各國
人民自主選擇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堅
持不干涉別國內政。中方將繼續在國際
上為緬方仗義執言，支持緬方維護國家
尊嚴和正當權益。中方支持緬方推進國
內和平進程、實現民族和解，願繼續為
此發揮建設性作用。
會談後，兩國領導人共同出席多項雙

邊合作文件文本交換儀式，涉及政治、
經貿、投資、人文、地方等多個領域。
當日，中緬雙方發表了《中華人民共

和國和緬甸聯邦共和國聯合聲明》。
1月18日晚，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結束
對緬甸國事訪問後，回到國內。
當地時間18日下午，習近平乘專機離
開內比都啟程回國。緬甸第一副總統敏
瑞率多名內閣部長到機場送行。緬甸青
年揮舞中緬兩國國旗，熱情歡送習近
平。緬甸4架戰機升空護航，為中國貴
賓送行。
丁薛祥、楊潔篪、王毅、何立峰等陪

同人員也回到國內。

聯合聲明要點
政治：
◆深化兩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打造中緬命運共同
體，推動中緬關係進入新時代。

◆繼續保持高層密切交往，鞏固政治互信，加強戰略溝通。

◆緬方重申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支持中方處理台
灣、涉藏、涉疆問題的舉措。

◆中方支持緬甸在應對人道主義狀況、推進若開邦和
平、穩定和發展上的努力。

經濟：
◆加強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推動中緬經濟走廊從概
念規劃轉入實質建設階段。

◆着力推進皎漂經濟特區、中緬邊境經濟合作區、仰光新
城三端支撐和公路鐵路、電力能源等互聯互通骨架建設。

文化旅遊：
◆將2020年確定為「中緬文化旅遊年」，共同辦好兩
國建交70周年系列慶祝活動。

資料來源：新華社

▲ 雙方達成四點共識，指要加快發
展對接，建好中緬經濟走廊，同時發
揮好皎漂項目對經濟走廊的示範帶動
作用。 新華社

◀當地時間1月18日上午，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內比都同緬
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姬舉行正式
會談。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7日在中
緬建交70周年系列慶祝活動暨中緬文化旅遊年
啟動儀式上致辭，強調新時代推進中緬關係，要
繼往開來、守正創新。中央廣電總台「國際銳
評」專欄文章指出，這八個字的重要論斷，為新
時代中緬關係指明了方向，具有豐富內涵與深遠
意義。
文章指出，習主席在講話中用一個「緣」字回

顧了雙邊關係的深厚底蘊和寶貴傳統，指出兩國
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文緣相通，胞波情誼歷經
千年始終如一，是雙邊關係發展的動力和源泉。
這也正是中緬關係無論發展到何種程度，都必須
要牢牢繼承的過往，牢牢守住的正統。只有始終
堅持心意相通、真誠相交的胞波情誼，堅持風雨
同舟、患難與共的優良傳統，堅持相互尊重、互
利共贏的合作方針，中緬關係才能歷久彌新，行
穩致遠。
時間的車輪轉到2020年，中緬都面臨着新的

發展任務。中國將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解決困
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緬甸將舉行
新一屆大選，國家發展建設進入新的時期。在這
樣的背景下，中緬以建交70周年為契機開啟雙
邊關係新時代，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中緬應弘揚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文章分析說，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一方面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命運共同體，一方面「灰天鵝」與「灰犀
牛」頻出，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衝擊全球，國際
關係中不公正不平等現象仍很突出。對此，習主
席作出重要論斷：新形勢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不僅沒有過時，反而歷久彌新。作為這一原則的
共同倡導者，中緬應當繼續帶頭弘揚和踐行和平
共處五項原則，繼續在聯合國、東亞合作等場合
相互支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親戚越走越親，朋友越走越近」。走過70

年，中緬關係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堅持做同
舟共濟的好鄰居、同甘共苦的好朋友、合作共
贏的好夥伴、心心相印的好胞波，中緬不僅將
開闢各自國家發展的新局面，也將為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注入正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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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皎漂的清晨，太陽升起後，霧氣
逐漸散去，遠處的海平面漸漸清晰起
來。人們在附近的碼頭上開始忙碌，或
駕船出海，或裝卸貨物。隨着中緬共建
皎漂深水港項目持續推進，這座緬甸西

海岸小鎮的深水港夢想也在一天天變得清晰。
皎漂擁有天然深水良港條件，但多年來這裡經濟發展

相對滯後，當地民眾主要靠種田捕魚和外出務工為生。
近年來，緬甸政府一直致力於推動皎漂經濟開發和港

口建設。2018年11月，中國與緬甸簽署了皎漂深水港
項目框架協議。根據協議，雙方將由共同投資的公司以
特許經營方式開發建設和運營皎漂深水港。

建成後將提升經濟及民生水平
72歲的吞努是土生土長的皎漂人，退休前他曾長期

在當地政府從事經濟開發與商務投資工作。兩年前，因
在地方頗有威望，他被推舉為皎漂鎮長老協會主席，時
常被政府邀請建言獻策。

吞努對記者說，他曾兩次致信緬甸聯邦政府領導人，
建議緬方與中國企業合作加快皎漂深水港建設。在他看

來，皎漂地理位置優越，深水港建成後將提升當地經濟
及民生水平，促進緬甸的發展。

據估算，皎漂深水港項目建成後，在特許經營期內，
港口將為緬甸政府創造數十億美元的稅收，同時大量的
建設工程也會給緬甸當地企業帶來機遇。

皎漂當地勞動力豐富。皎漂鎮本土發展協會會長迎羌
貌告訴記者，為本地創造工作機會，對皎漂的發展至關
重要。他相信深水港項目一定能成功，讓年輕人留在本
地建設家園。

對於皎漂深水港，當地政府也看到了未來這一項目拉
動就業的作用，早在多年前就籌劃開設了皎漂政府技術
學院，瞄準未來深水港建設，有針對性地培訓當地年輕
人。

埃丹達林現在就在這所學院擔任教師，她說目前學校
開設了建築、電力和信息技術等專業，專業設置與未來
皎漂深水港項目建設密切相關。

埃丹達林說，她的學生都很關注深水港項目進展，她
也期盼項目可以盡快開工建設，「希望我們培養的學生
能夠在深水港建設期間及建設完成之後獲得更多的就業
機會。」 ■新華社

緬甸民眾盼望皎漂深水港早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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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艘油輪停靠在緬甸皎漂馬
德島中緬油氣管道項目卸油碼
頭。 新華社

▲在緬甸皎漂馬德島中緬油氣管
道項目卸油碼頭，一名中石油工
程師指揮卸油工作。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