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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無高人一等的國家
會見五訪華外長後談中美關係 不接受世事一國說了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3月31日至4月3日，國務委

員兼外長王毅在福建先後接待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

菲律賓和韓國外長訪華後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及中美關係。他表

示，如果要對話，中方的大門隨時敞開，但對話應該在平等的基

礎上，以相互尊重的態度進行，中方不認可這個世界上還有高人

一等的國家，不接受世界上的事只能一國說了算。

此次東盟四國和韓國外長接踵訪
華，恰逢中美安克雷奇對話之

後，中美關係被認為是其中重要話題。
在談及地區國家對中美關係未來發展有
何期待時，王毅表示，中美如何互動事
關全球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本地區國
家關心中美關係是在情理之中，「這次
同五國外長會談時，我們圍繞中美安克
雷奇對話及今後走向進行了相互溝通對
表。」

用四個「如果」闡明中方立場
王毅指出，一個突出感受是，大家都
認為中國的發展壯大是歷史必然，符合
本地區各國的共同期待和長遠利益，不
可阻擋也不應阻擋。同時，大家認為面
對全球化時代和後疫情時期挑戰，中美
在本地區應該多一些對話合作，少一些
博弈對抗，履行好大國應盡義務，展現
出大國責任擔當。中方願呼應各方的期
待，為此繼續作出自己的努力。
王毅強調，關於美方就對華關係反

覆提出的競爭、合作、對抗幾個說
法，中方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言
及此，王毅用四個「如果」闡明中方
立場。
他指出，如果要對話，中方的大門隨
時敞開，但對話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
以相互尊重態度進行，中方不認可這個
世界上還有高人一等的國家，不接受世

界上的事只能一國說了算。
如果要合作，中方表示歡迎，但合作
需要兼顧彼此關切，實現雙向互惠，不
能單方面提條件、拉清單。
如果要競爭，中方不迴避，但競爭應
當公平公正，遵守市場規則，而不應下
絆子、用強權，剝奪別人正當的發展權
利。
如果還是要對抗，中國也將坦然處
之，無畏面對。

遭粗暴干涉內政 中國不妥協亦反擊
王毅強調，我們堅決抵制對中國內政

的粗暴干涉，更堅決反對憑藉謊言和虛
假信息而強行實施的非法單邊制裁。中
國不能妥協，因為我們堅守的是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中國無法退卻，因為我們
身後是眾多的發展中和中小國家；中國
當然也有權反擊，因為我們必須捍衛國
家的主權和民族尊嚴。
王毅指出，對話比對立好，合作比對
抗強。習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中方願同
美國本着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
合作共贏的精神，發展以協調、合作、
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希望美方切
實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正確看待中國
的發展，積極回應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
的期待，同中方一道，共同展現大國應
有的樣子，共同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
平、穩定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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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四國和韓國外長接踵訪華，中美關係被認為是其中重要話題。王毅表示，中方不認可這個世界上還有高人一等的國家，不接受世界
上的事只能一國說了算。圖為4月3日王毅同韓國外長鄭義溶舉行會談。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消息，4月5
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同日本外相
茂木敏充通電話。王毅闡述了中方在釣魚
島、南海等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反對日方
介入涉疆、涉港等中國內政，要求日方遵
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作為近鄰對中國的
內部事務保持起碼的尊重，不要把手伸得
太長了。

冀日不捲入所謂大國對抗
王毅表示，面對複雜的國際形勢，中日
作為長久的近鄰和世界第二、三大經濟
體，理應順應時代潮流和國際大勢，相互
尊重、彼此信任，互利合作，共同為本地
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事業發揮積極作

用。雙方應珍惜和維護中日關係來之不易
的改善發展大局，堅定貫徹落實習近平主
席和菅義偉首相去年通話達成的重要共
識，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和精神，
確保兩國關係不折騰、不停滯、不倒退，
不捲入所謂大國對抗。中方希望日本作為
獨立自主國家，客觀、理性看待中國的發
展，而不是被一些對中國持有偏見的國家
「帶節奏」。日美有同盟關係，中日也簽
署了和平友好條約，日本同樣有履行條約
的義務。中方願同日方持續推進務實合
作，相互支持對方辦好東京奧運會和北京
冬奧會，以今明兩年中日文化體育交流促
進年和明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為契
機，努力改善兩國國民感情，把一個穩

定、健康的中日關係帶入下一個50年。

日方確保日中關係穩定發展
茂木敏充表示，日中互為近鄰，日中關

係保持穩定發展對兩國和地區乃至世界都
非常重要。日美同盟不針對特定第三方，
日方高度重視對華關係，確保日中關係穩
定發展的態度沒有變化。日方願同中方保
持溝通，加強對話，增進互信，妥善管控
分歧，為共同慶祝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
營造良好氛圍。日方願同中方加強各領域
交流合作，就互相支持辦好東京奧運會和
北京冬奧會保持溝通。
雙方還就區域合作、氣候變化以及緬甸

局勢等國際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

同日本外相通話 王毅：反對日方介入中國內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
將加強和東盟國家在疫苗生產上的合
作。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表示，中國和
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將重點提升疫苗原
液的灌裝能力，中國和新加坡將探討推
進生產、儲運全鏈條合作，中國和菲律
賓將加強疫苗審批合作。

與東盟國家同呼吸共命運
王毅指出，疫苗是戰勝疫情、拯救

生命的利器。中國與東盟國家或山水
相連，或隔海相望，是同呼吸、共命
運的一家人，始終走在國際抗疫合作
的第一方陣。在與病毒的競賽中，我
們已跑贏了以疫情防控為重點的上半
場，要繼續跑好以疫苗合作為重點的
下半場。「疫苗民族主義」開始在全
球滋生，佔世界人口16%的富國獲取
了全球60%的疫苗，某些發達國家的
定購量已超過本國人口的2－3倍。與
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許多發展中國
家正面臨嚴重疫苗短缺，不少國家甚
至一劑難求，「免疫鴻溝」正在成為
令人遺憾和不幸的現實。

共同抵制「疫苗民族主義」
「我們設法克服困難，全力擴大產

能，目前已經並正向80多個國家和3個

國際組織提供疫苗援助，同時向40多
個國家出口疫苗，還在同10多個國家
開展疫苗研發和生產合作。東南亞是中
國對外開展疫苗合作的重點地區，中國
疫苗憑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東
盟各國受到充分肯定和廣泛歡迎，深化
了中國東盟合作內涵，增進了雙方人民
感情。這次來訪的一位東盟國家外長明
確表示，中國不是搞『疫苗外交』，而
是在展現大國擔當。」王毅表示，他和
幾位東盟同事在會談中都認為，面對這
場抗擊「世紀疫情」的鬥爭，團結抗疫
是良方，科學防控是核心，疫苗合作是
關鍵。中國和東盟要堅持疫苗作為全球
公共產品的屬性，攜手合作提高疫苗在
本地區和全球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要
共同抵制「疫苗民族主義」，努力消除
「免疫鴻溝」。
「我們一致同意加強疫苗研發和生產

合作，中國和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將重
點提升疫苗原液的灌裝能力，中國和新
加坡將探討推進生產、儲運全鏈條合
作，中國和菲律賓將加強疫苗審批合
作。我們將共同致力於打造區域疫苗生
產和分配中心，為地區民眾的生命安全
和健康福祉出力，為徹底戰勝新冠肺炎
疫情、建設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作出貢
獻。」王毅如是說。

中國將加強和東盟國家疫苗生產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消息，柬埔
寨首相洪森此前宣布因年齡原因不接種中
國國藥新冠疫苗而打阿斯利康疫苗，有人
認為會惹怒中國，中國駐柬埔寨大使王文
天表示，這種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
王文天4月1日接受柬埔寨當地主流媒體巴

戎電視台專訪時說，洪森首相接種疫苗後，
中國駐柬使館在臉書上發帖專門表示祝賀。
王文天表示，中國有句俗話叫做「不管
白貓黑貓，能夠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不
論是中國疫苗還是其他疫苗，只要能幫助
柬人民抵禦病毒侵襲，都是可以接受的，

「接種何種疫苗完全是個技術問題，不應
該將其政治化」。
王文天還介紹說，中國疫苗的安全性、

有效性得到了廣泛和充分的驗證。目前，
已有70多個國家相繼授權使用中國疫苗。
中國國內累計報告接種人數近1.2億劑次，
柬國內也有十幾萬人接種了中國疫苗，並
未發現有嚴重不良反應案例。
王文天指出，一些人在網上散播中國疫
苗不安全的謠言，有些是為了通過聳人聽
聞的消息嘩眾取寵，博眼球；有的則是出
於詆毀中國疫苗、干擾柬抗疫工作的政治

目的。中國有句成語叫做「事實勝於雄
辯」，中國疫苗是否安全有效，事實最終
將證明給大家。關於柬埔寨政府利用中國
疫苗殺害柬埔寨人民的質疑完全是胡說八
道，不值一駁。
王文天表示，2月7日，中方援助的首批

60萬劑疫苗運抵金邊；3月31日，中方援
助的第二批70萬劑疫苗運抵金邊，總共援
助疫苗已有130萬劑。我相信，未來中方將
會根據柬方需要繼續向柬提供疫苗援助。
中方不僅將繼續提供無償援助疫苗，還將
優先考慮安排柬方商採中國疫苗。

駐柬大使：「洪森不打中國疫苗會惹怒中國」是無稽之談

近日，上海合作組織秘
書長弗拉基米爾·諾羅夫
（烏茲別克斯坦籍）及有
關國家駐華使節和外交官
一行30多人，前往中國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參觀訪問。弗拉基米爾·諾羅
夫在接受央視專訪時，分享了他對新疆實地
訪問的觀察。他表示，新疆的發展有目共睹，
一個經濟發展如此迅速的新疆怎麼可能不開
放？世界不能再被謊言欺騙。

現代化程度很高
在採訪中，弗拉基米爾·諾羅夫說，一些

國際媒體上充斥着對新疆指責的信息。就
棉花產業來講，我們可以看到今年機械化
採收率將達到84%，或者85%。這些機器是
在新疆的阿克蘇生產的，阿克蘇是主要的
棉花產地之一，棉花產業所運用的技術讓
人印象深刻，我們也參觀了阿克蘇的一個
紡織工廠，現代化程度很高，人工操作不
常見，那裏有大約5,000名員工，90%來自
當地的少數民族，比如維吾爾族、哈薩克
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

「至於他們的生活狀況，可以說，我們

不僅看到他們工作的地方，有非常現代化
的紡織機，這些機器是每個紡織業大國都
夢寐以求的，我們也參觀了他們的生活
區，他們的食宿區域還有廚房，他們的員
工餐是免費的，他們還可以自費選擇額外
的餐食。」弗拉基米爾·諾羅夫說，他看到
提供給穆斯林僱員的都是清真食品，同時
薪資水平也很重要，月均工資大約600到
900美元（約合港幣4,666元至7,000元）。

「這在發展中國家紡織行業（收入中）已
經算很高水平了，這很了不起。我是參照了
我自己國家紡織行業的薪資水平。」他告訴
記者，在作出這些指控並且挑動大家情緒之
前首先要實地考察，看了再說，我們亞洲地
區也有個俗語：百聞不如一見。

預計接待遊客2億人次
弗拉基米爾·諾羅夫說，今天的新疆根本

不可能不開放，因為經濟一直在發展，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與8個上合組織國家（含觀
察員國）接壤有蒙古國、俄羅斯、哈薩克
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巴
基斯坦等國家，疫情期間民間交流有一些
限制，（2019年前三季度）來到新疆的遊

客達到近1.8億，新冠肺炎疫情前新疆大約
有7,000萬外國遊客。

「今年新疆預計要接待遊客2億人次，
2025年將達到4億人次，這麼多遊客來來往
往並沒有受到限制，新疆怎麼可能封閉
呢？」弗拉基米爾·諾羅夫說，「快速發展
的新疆令我印象深刻，各族民眾安居樂業
並享有平等的權利，上海合作組織致力於
維護整個地區的安全和穩定，促進成員國
的繁榮與發展，我認為新疆諸多發展治理
經驗值得成員國學習和借鑒。」

●綜合央視新聞客戶端及《光明日報》

上合秘書長：發展如此迅速 新疆怎能不開放？
��

●4月2日，上合組織秘書長和多國駐華使
節及外交官參訪新疆。 新華社

●中國和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將重點提升疫苗原液的灌裝能力。圖為2月27日馬來
西亞訂購的首批中國新冠疫苗半成品運抵吉隆坡。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