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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
接待周边五国外长访华后接受媒体采访接待周边五国外长访华后接受媒体采访

新华社北京 4月 4日电
2021 年 3 月 31 日 至 4 月 3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
福建先后接待新加坡、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和韩国外长访华后接受记
者专访。全文如下：

一、当前新冠疫苗成为
下一阶段疫情防控关键要
素。但有人认为中国在推
行“疫苗外交”。请问对此
有何回应？

王毅：当前全球抗疫斗
争进入新阶段，继续开展更
加有效的抗疫合作符合全人
类共同利益。疫苗是战胜疫
情、拯救生命的利器。中国
与东盟国家或山水相连，或
隔海相望，是同呼吸、共命运
的一家人，始终走在国际抗
疫合作的第一方阵。在与病
毒的竞赛中，我们已跑赢了
以疫情防控为重点的上半
场，要继续跑好以疫苗合作
为重点的下半场。

同 时 我 们 也 注 意 到 ，
“疫苗民族主义”开始在全
球滋生，占世界人口 16%的
富国获取了全球 60%的疫
苗，某些发达国家的定购量
已 超 过 本 国 人 口 的 2 － 3
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正面临
严重疫苗短缺，不少国家甚
至一剂难求，“免疫鸿沟”正
在成为令人遗憾和不幸的
现实。

习近平主席早就明确
宣示，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
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
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
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
性作出中国贡献。中方言
必信、行必果。我们设法克

服困难，全力扩大产能，目
前已经并正向 80 多个国家
和3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
助，同时向40多个国家出口
疫苗，还在同10多个国家开
展疫苗研发和生产合作。
东南亚是中国对外开展疫
苗合作的重点地区，中国疫
苗凭借良好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在东盟各国受到充分
肯定和广泛欢迎，深化了中

国东盟合作内涵，增进了双
方人民感情。这次来访的
一位东盟国家外长明确表
示 ，中 国 不 是 搞“ 疫 苗 外
交”，而是在展现大国担当。

我和几位东盟同事在
会谈中都认为，面对这场抗

击“世纪疫情”的斗争，团结
抗疫是良方，科学防控是核
心，疫苗合作是关键。中国
和东盟要坚持疫苗作为全
球公共产品的属性，携手合
作提高疫苗在本地区和全
球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要
共同抵制“疫苗民族主义”，

努力消除“免疫鸿沟”。我
们一致同意加强疫苗研发
和生产合作，中国和印尼、
马来西亚等国将重点提升
疫苗原液的灌装能力，中国
和新加坡将探讨推进生产、
储运全链条合作，中国和菲
律 宾 将 加 强 疫 苗 审 批 合
作。我们将共同致力于打
造区域疫苗生产和分配中
心，为地区民众的生命安全

和健康福祉出力，为彻底战
胜新冠肺炎疫情、建设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贡献。

二、今年是中国东盟建
立对话关系30周年，地区国
家也正在步入疫后复苏进
程。您同东盟国家外长就
此达成哪些新的共识？

王毅：去年以来，面对
全球疫情冲击，中国和东盟
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化压力
为动力，化危机为新机，实
现了贸易和投资合作逆势
增长，历史性地成为彼此最
大贸易伙伴。我们还成功
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共同确定了全球最
大的自贸安排。这些都展
现了双方关系基础深厚、韧
性巨大，双方合作决心坚
定、前景可期。

外长们都认为要精心办
好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
周年纪念活动。中方提议举
办一次特别外长会，总结梳
理中国东盟过去 30 年合作
的经验成果，展望规划未来
长远合作的方向目标，得到
了四国外长积极响应。中方
愿同东盟十国共同努力，以

30 周年为契机，实现务实合
作提质升级，推动中国东盟
关系迈上新台阶。

我们都同意要深化后
疫情时期发展合作。对接
中国“十四五”规划和《东盟
全面复苏框架》，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推动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快
生效，将东亚打造成带动全
球 疫 后 经 济 复 苏 的 新 引
擎。我们还将深入推进抗
疫合作，加快健康码互认，
升级“快捷通道”，为恢复人
员往来、促进复工复产合作
创造更好条件。中国和马
来西亚就迎接后疫情时期
的机遇和挑战专门成立了
两国高级别委员会，为地区
开了一个好头。

我们都同意要共同维
护地区稳定，加强涉海事务
合作。明年是《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签署 20 周年，我们
将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
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
则”磋商。中国和东盟十国
已达成高度共识，即这个

“准则”应当具有实质意义
并行之有效。我们还将致
力于建立蓝色经济伙伴关
系，培育并拓展海上合作新
增长点，助力地区经济复苏
和可持续发展。

我们都同意要切实维
护现行区域合作架构。以
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机
制已趋成熟、稳定，符合东
亚合作传统和现实需求，不
应仓促引入新的概念，也不

宜再另起炉灶。我们要凝
心聚力，坚守东亚合作应聚
焦东亚的初衷，弘扬有东亚
特色的多边主义，为全球治
理贡献东亚经验，为地区发
展注入持久动力。

三、我们注意到此次外
长们讨论了缅甸局势，一些
外长也在为此开展穿梭外
交。中国和东盟将如何应
对当前缅甸局势？

王毅：缅甸是东盟大家
庭重要成员，也是中国的“胞
波”邻邦。没有谁比东盟和
中国更关心缅甸发生的事
情，更为当前事态感到揪心，
更希望局势尽快降温回稳。

外长们在讨论中看法
基本一致，立场十分相近。
中方所表达的“三个支持”
和强调应该做到的“三个避
免”，总体上体现了中国和
东盟国家的共同心声。我
们都呼吁缅各方保持最大
克制，停止暴力行为，防止
再度流血冲突和加剧平民
伤亡。我们都敦促缅各方
尽快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
通过对话寻求政治谅解，继
续推进得来不易且适合缅
国情的民主转型进程。我
们都认为应警惕别有用心
的外部势力渗透介入，煽风
点火，激化矛盾，使缅局势
进一步复杂化。我们都希
望国际社会秉持客观公正
态度，为缅国内政治和解营
造有利外部环境，而不是越
俎代庖，动辄制裁施压。

中方明确支持东盟坚
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协商
一致传统，以“东盟方式”建
设 性 参 与 缅 国 内 和 解 进
程。我们鼓励并赞成尽快
举行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
在东盟框架内共同探讨缓
解局势、解决问题的有效办
法。中方愿同东盟及时协
调立场，为东盟提供必要协
助。相信东盟有智慧、有能
力推动缅局势实现“软着
陆 ”，助 力 缅 走 出 当 前 困
境。中方将继续以自己的
方式同缅各方保持接触沟
通，全力劝和促谈。

四、此次东盟四国和韩
国外长接踵访华，恰逢中美
安克雷奇对话之后，相信中
美关系一定是重要话题。
请问地区国家对中美关系
未来发展有何期待？

王毅：中美如何互动事
关全球和平稳定和发展繁
荣。本地区国家关心中美
关系是在情理之中。这次
同五国外长会谈时，我们围
绕中美安克雷奇对话及今
后走向进行了相互沟通对
表。一个突出感受是，大家
都认为中国的发展壮大是
历史必然，符合本地区各国
的共同期待和长远利益，不
可阻挡也不应阻挡。同时，
大家认为面对全球化时代
和后疫情时期挑战，中美在
本地区应该多一些对话合
作，少一些博弈对抗，履行
好大国应尽义务，展现出大
国责任担当。中方愿呼应
各方的期待，为此继续作出
自己的努力。

关于美方就对华关系
反复提出的竞争、合作、对
抗几个说法，中方的立场是
一贯和明确的。如果要对
话，中方的大门随时敞开，
但对话应该在平等的基础
上，以相互尊重态度进行，
中方不认可这个世界上还
有高人一等的国家，不接受
世界上的事只能一国说了
算。如果要合作，中方表示
欢迎，但合作需要兼顾彼此
关切，实现双向互惠，不能
单方面提条件、拉清单。如
果要竞争，中方不回避，但
竞争应当公平公正，遵守市
场规则，而不应下绊子、用
强权，剥夺别人正当的发展

权利。如果还是要对抗，中
国也将坦然处之，无畏面
对。我们坚决抵制对中国

内政的粗暴干涉，更坚决反
对凭借谎言和虚假信息而
强 行 实 施 的 非 法 单 边 制
裁。中国不能妥协，因为我
们坚守的是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中国无法退却，因为
我们身后是众多的发展中
和中小国家；中国当然也有
权反击，因为我们必须捍卫
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

对话比对立好，合作比
对抗强。习近平主席多次指
出，中方愿同美国本着不冲
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的精神，发展以协调、合
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
系。希望美方切实尊重中国
的核心利益，正确看待中国
的发展，积极回应地区国家
和国际社会的期待，同中方
一道，共同展现大国应有的
样子，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
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五、如何评价此次中韩
外长会晤？主要成果有哪
些？如何看待当前朝鲜半
岛局势？

王毅：中韩互为永久近
邻和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在
维护地区稳定、推进共同发
展、完善全球治理等方面有
着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理
念，我们都主张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都致力于促进地
区和世界发展繁荣。疫情发
生以来，中韩率先开展联防
联控，率先开通人员往来“快
捷通道”，复工复产合作走在
世界前列。这反映了中韩关
系的高水平，体现了中韩友
好的韧性和活力。明年是中
韩建交30周年，两国关系面

临重要发展机遇。
我们商定要加强两国各

层级交往，及时协调沟通，增

强彼此互信。要在上半年启
动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
进程，规划设计两国关系未
来三十年发展蓝图。

我们同意发挥各自优
势，深化务实合作。中韩经
济高度互补，深度融合，双
方应加快中韩自贸协定第
二阶段谈判，加强科技创新
领域合作，积蓄和释放合作
潜力。双方支持将在本国
的对方公民纳入疫苗接种
范围，协商建立健康码互认
机制，为后疫情时期双方合
作营造更好的条件。

中韩地缘相近，文缘相
通。今明两年是“中韩文化
交流年”。我们商定尽快召
开人文交流促进委员会会
议，统筹谋划丰富多彩的活
动。韩方强调支持中方举
办北京冬奥会，中方承诺支
持韩方举办江原道冬青奥
会。双方还将一道推动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尽快生效，就加入《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问题加强沟通。

关于朝鲜半岛问题，双
方重申应不懈推进半岛问
题政治解决进程，确认 2018
年美朝领导人新加坡联合
声明的重大积极意义。中
方表示，处理半岛问题的关
键在于解决朝方多年面临
的军事压力和威胁。鉴此，
实现半岛无核化同建立半
岛和平机制应并行不悖，一
体推进。中方期待韩方更
积极主动发挥作用。韩方
希望中方为维护半岛和平
稳定继续作出贡献。

王毅与印度尼西亚外长蕾特诺

王毅与新加坡外长维文

王毅与韩国外长郑义溶

王毅与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

王毅与菲律宾外长洛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