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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千大使《中国日报》发表署名文章
谱写中印尼关系新篇章

【编者按】3 月 25 日，中
国驻印尼大使肖千在《中国
日报》国际版和网络版发表
署名文章《谱写中印尼关系
新篇章》，介绍疫情形势下
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逆势前行，各领域交往合作
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呼吁双
方紧扣团结抗疫和发展合
作两条主线，共同书写中印
尼关系新篇章。文章主要
内容如下：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天灾，中国始终坚守团结
正道，肩负大国担当，与印
尼风雨同舟、并肩作战，为
新形势下两国抗疫与发展
合作注入新动力。中印尼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逆势前
行，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
呈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一是密切高层交往，
保持战略引领。去年两国
共同庆祝建交 70 周年，习
近平主席同佐科总统三次
通电话并多次互致函电，
就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等
达成广泛共识。中国全国
人大常委会栗战书委员长
与印尼国会布安议长以视
频方式举行会谈，王毅国
务委员兼外长、魏凤和国

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分别到
访印尼，印尼海洋与投资
统筹部长卢胡特、外长蕾
特诺、国企部长艾瑞克等
政府高层访华，推进落实
两国领导人共识。

二是践行休戚与共，
增进深厚友谊。在中国抗
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印尼
政府紧急提供医疗物资驰
援。在印尼发生疫情的紧
要关头，中国第一时间提
供医疗物资援助，毫无保
留地分享疫情防控、医疗
诊治、复工复产经验。两
国企业积极推进新冠疫苗
临床试验、商业采购、合作
生产、技术转移等合作。
在国内疫苗供应紧张的情
况下，中国已先后向印尼
出口 5 批次共计 300 万剂
疫苗和 3400 多万剂疫苗半
成品，助力印尼启动全国
大规模接种，佐科总统本
人率先接种中国疫苗。

三是深化互利合作，
打造增长亮点。中国继续
保持印尼最大贸易伙伴和
第二大外资来源国地位。
2020 年中印尼双边贸易额
达 783.7 亿美元。其中，中
国 自 印 尼 进 口 同 比 增 长
10.13%，中国对印尼直接

投资达 18.3 亿美元，同比
增长 72.9%。“一带一路”
标志性项目雅万高铁克服
疫情影响稳步推进，“区域
综合经济走廊”取得早期
收获。两国共同举办煤炭
采购对接会和旅游投资论
坛，签署“两国双园”和网
络安全合作文件，建立人
员往来“快捷通道”。数字
经济、生物制药、科技扶贫
等发展新动能与合作新亮
点不断涌现，中国—印尼
药用植物保护研究创新基
地建设积极推进。

四是捍卫多边主义，
维护发展权利。两国在联

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卫
生组织、东亚合作等国际
组织和多边机制下就深化
国际抗疫合作、推动全球
治理改革等保持密切沟通
协调，同其他方一道正式
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两国共同推
动中国—东盟合作，维护
南海和平稳定，抵制单边
主义和霸凌行径。两国共
同捍卫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正当发展权利，坚决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
际秩序。

今年是中国“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中国将加快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印尼也在
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百年
目标努力打拼。作为发展
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
中国和印尼是各自国家民
族振兴道路上的同行者。
双方应继续相互帮扶、和衷
共济，紧扣团结抗疫和发展
合作两条主线，推动双边关
系取得更大发展。

一是保持高层交往良
好势头。继续通过高层访
问、通话通信、视频会议等
线下线上多种方式，保持
和加强两国高层和各级别
沟通交流，继续就抗击疫
情、复苏经济及维护地区
和 平 稳 定 等 深 入 交 换 意
见、扩大合作共识。

二是精心打造抗疫合
作样板。中方将继续支持
两国企业开展疫苗本地化
生产、技术转移和培训合
作，助力印尼成为区域疫
苗生产中心，共同维护疫
苗在发展中国家和穆斯林
国 家 的 可 及 性 和 可 负 担
性。探讨开展两国医院、
疫苗研究机构、医药产业
等交流合作，共同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三是携手实现经济复

苏 发 展 。 继 续 深 入 对 接
“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
海洋支点”构想，建设好雅
万高铁等旗舰项目，推动

“ 区 域 综 合 经 济 走 廊 ”、
“两国双园”等取得实质进
展。扩大渔业、金融、扶贫
和防震减灾等领域交流合
作，以科技创新为动能，拓
展 5G、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增长点。

四是共同促进地区和
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以今
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
系 30 周年为契机，推动中
国—东盟关系达到历史新
高度。共同推动《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快生
效，释放全球最大自贸区红
利。发挥南海两大沿岸国
作用，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
定。中方将全力支持印尼
明年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公
平正义，反对“伪多边主义”
和霸权主义。

展望未来，我们愿继
续与印尼方戮力同心、砥
砺前行，不断深化合作，共
同 书 写 中 印 尼 关 系 新 篇
章，造福两国和地区人民。

中新社北京3月26日电
中新社记者 魏晞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正在为中国
与东盟行业合作带来发展新
商机。中国—东盟商务理事
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 26 日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互联互
通合作既带来了许多新发展
机遇，也对各方的国际合作
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双方不仅要实施互联互通硬
件设施项目合作，而且要重
视加强互联互通软件合作，
这关系到硬件设施建设的作
用，关系到双方经济联动发
展、开发区域合作潜力，尤其
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签署后对互联
互通软件合作更为迫切。

建材行业：基础设施建
设带动需求大增

中国—东盟建材行业合

作会议26日召开。许宁宁表
示，当前中国与东盟双方包括
建材在内的许多产品各有优
势和互有需求，增进贸易、投
资合作特别需要加强互联互
通软件合作，包括推进贸易便
利化、实现规则标准联通、提
高物流合作水平等。

商务部亚洲司前司长吕
克俭表示，东盟国家正在实施
包括加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
在内的经济刺激措施。山水
相连的中国与东盟国家正在
将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同《东
盟全面复苏框架》对接。东盟
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对
建材行业的发展需求。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材料生
产国和消费国，中国建材产品
在东盟拥有市场，东盟国家的
建材原料和有关建材产品在
中国也拥有良好销路，双方完
全可以优势互补携手发展。

中国砂石协会副会长、
甘肃华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缑海荣认为，当前
中国—东盟贸易的快速发
展，为双方建材行业合作发
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建议，
应积极把握 RCEP 市场开放
的重大机遇，进一步深化行
业合作，大力拓展区域市场。

越南建筑承包商协会会
长阮国协称，越南工业和建
筑业 2020 年增长了 9%，越
南建筑市场仍在发展，建材
需求大。越南建筑企业期待
与外国合作伙伴有新的合作
机会。当前越南正在实施

“2021-2030年建材工业发展
战略”，越南建材行业商机
多，越南建材工业需要投资
于技术创新，生产节能玻璃、
超薄玻璃、耐火材料等具有
较高经济价值的新材料。

食品行业：东盟成中国

企业“走出去”首选地
在近期举行的中国—东

盟食品行业合作对接会上，
许宁宁指出，东盟国家高度
重视食品行业的发展，成为
了中国食品企业“走出去”的
首选目的地。与此同时，中
国正在实施的“双循环”经济
发展为东盟国家食品走进中
国构建了良好条件。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经
济公使施志光表示，食品加
工业是马来西亚的主要经济
支柱之一，占马制造业产值
的10%。马来西亚鼓励对食
品加工业的投资，包括以棕
榈油为基础的食品配料、动
物脂肪替代品、可可脂替代
品、食品添加剂、调味剂、食
品补充剂、植物提取物、水产
饲料等产品项目。马来西亚
期望与中国加强合作，探索
包括食品行业在内的多行业

建设性合作。
泰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

参赞婉塔娜·塔丹表示，泰国
拥有约 9000 家食品加工公
司，是罐装金枪鱼、冷冻海
鲜、虾和鸡肉等加工食品的
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泰国
政府将食品工业列为“泰国
4.0”经济增长引擎之一，大
力发展食品工业的政策带来
了良好机遇。

中医药产业：携手推动
合作发展

泰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公
使齐雅文在近期举行的中国
—东盟中医药产业合作（贵
阳）对接会上说，近年来，泰
中贸易总额不断扩大。中国
已连续8年成为泰国第一大
贸易伙伴，泰国是中国在东
盟国家中的第三大贸易伙
伴。近些年来，中医药在世
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普

及和认可。中国是传统医药
的领先国家之一，而泰国的
传统医药医疗也得到广泛认
可，泰中两国在中医药领域
不断增进合作，前景看好。

文莱工商会前会长卡玛
鲁汀说，文莱早在14世纪就
开始使用传统医药，现在尽
管文莱实施免费医疗保健制
度，但传统药物的使用率仍
然很高。

许宁宁说，《落实中国—
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
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
划（2021-2025）》中明确要求：

“根据各国优先领域和国内规
定，重点在保护、发展传统医
学和补充疗法以及将其纳入
医疗保健系统方面开展合
作。”结合今年中国—东盟可
持续发展合作年这一主题，双
方可将中医药业合作作为可
持续发展项目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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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智能交通方案 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河北雄安数字交通实验室无人驾驶汽车

雄安（河北），2021 年 3
月 26 日

在雄安智绘未来科技
园 ，记 者 摄 影 的 四 组 照
片，分别是：一、雄安数字
交通实验室负责人任大凯
触碰开关打开无人驾驶汽
车的车门。二、雄安数字

交通实验室工作人员操控
无人驾驶汽车进行自动驾
驶。三、无人驾驶汽车在
行驶测试。四、任大凯对
无人驾驶汽车进行远程操
控。

雄安数字交通实验室
位于河北雄安新区的雄安

智 绘 未 来 科
技 园 。 实 验
室 致 力 于 提
供 数 字 交 通
共 性 技 术 研
究 方 案 ，助 力
智 慧 城 市 建
设 ，目 前 已 吸
引 30 余 家 知
名 智 能 化 设
备 制 造 商 落
户科技园。

新华社记
者 金皓原 摄 任大凯对无人驾驶汽车进行远程操控任大凯对无人驾驶汽车进行远程操控

任大凯触碰开关打开无人驾驶汽车的车门任大凯触碰开关打开无人驾驶汽车的车门 工作人员操控无人驾驶汽车进行自动驾驶工作人员操控无人驾驶汽车进行自动驾驶

无人驾驶汽车在行驶测试中无人驾驶汽车在行驶测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