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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千大使辞行拜会印尼贸易部长鲁特菲

邓锡军：贸易、投资、互联互通是中国—东盟互惠互利的合作亮点

【本报讯】据中国驻印尼
使馆消息：10 月 29 日，肖千
大使辞行拜会印尼贸易部长
鲁特菲。

肖大使表示，近年来两
国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全面
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双边
关系发展步入快车道。今年
以来，中印尼双边贸易克服
疫情影响，取得大幅增长，印
尼对华贸易重现顺差，贸易
结构更加健康平衡。相信在
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今年年
底双边贸易额有望突破 1000
亿美元，创造历史新高。中
方坚定支持东盟中心地位，
愿同包括印尼在内的各方共
同努力，推动 RCEP 于明年 1
月 1 日如期生效，尽早惠及
本地区企业和人民。

鲁积极评价两国关系发

展成就，赞赏肖大使为深化双
边经贸合作所做贡献。鲁表
示，中国是印尼最重要的经贸
合作伙伴之一。印尼对华贸
易能够重现历史性顺差，中国
的投资拉动功不可没。疫情
以来，中国向印尼大规模供应

新冠疫苗，有力保障了印尼全
国疫苗接种，为经济复苏提供
了坚实支撑，对此我深表感
谢。印尼正积极推进RCEP国
内核准，愿与中国一道共同推
动协定早日生效，提升区域经
贸合作水平。

【本报讯】据中国驻东
盟 使 团 消 息 ：10 月 29 日 ，
驻东盟大使邓锡军在雅加
达举行视频记者会，介绍
2021 年东亚合作领导人系
列会议情况。

邓大使表示，贸易、投
资、互联互通等领域是中
国—东盟互惠互利的合作
亮点。

贸易投资方面。中国
与 东 盟 建 立 对 话 关 系 30
年以来，双方经贸合作不
断 升 级 ，贸 易 额 增 长 85
倍 ，已 互 为 最 大 贸 易 伙
伴。今年前三季度，双方
贸 易 额 达 6305.4 亿 美 元 ，
同比增长 31.1%，占我国外
贸总值的 14.4%，继续保持
强劲增长势头；双向投资
合作蓬勃发展，截至今年
6 月 底 ，相 互 累 计 投 资 总
额超过 3100 亿美元，东盟
已成为中国最主要对外投
资目的地和外商直接投资
来源地。

互 联 互 通 方 面 。 2019
年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发布《中国—东盟关于“一
带 一 路 ”倡 议 与 < 东 盟 互
联 互 通 总 体 规 划 2025
（MPAC2025）>对接合作的
联合声明》以来，双方在互
联互通领域的合作不断加
强，成果丰硕。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方面，双方共同
克服疫情影响，稳步推进
各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为东盟国家稳经济、保
民生作出积极贡献，中老
铁路即将由建设期进入运
营期，雅万高铁建设稳步
推进，国际陆海贸易新通
道进展顺利。人文互联互
通方面，中国—东盟菁英
奖学金项目自 2019 年启动
以来，共资助上百名东盟
青年赴中国一流高校攻读
硕博士学位和短期访学，
另有上百人赴华参加短期
培训。中国政府援外高级
学历学位和短期培训项目
自 2015 年以来，共有近千
名东盟学员被中国高校录
取，超过一万人次赴华参
加短期培训。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给世界提供全新选择

有记者提问：《中国的
全面小康》白皮书于近期
发布。中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带
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

邓大使表示，第一，中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
球减贫事业作出了突出贡
献 。 中 国 自 改 革 开 放 以
来，有 7.7 亿农村贫困人口
摆脱了贫困，占同期全球
减 贫 人 口 的 70% 以 上 ，
2020 年又消除了绝对贫困
现 象 ，提 前 10 年 实 现 了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为
全球减贫事业注入了信心
和力量。

第 二 ，中 国 全 面 建 成
小康社会，为世界经济增
长 和 复 苏 提 供 了 拉 动 力
量。从 2006 年起，中国已
连 续 15 年 成 为 世 界 经 济
增长的最大贡献国，连续
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
均 贡 献 率 超 过 30% ，成 为
世 界 经 济 增 长 的 主 要 引
擎。

第 三 ，中 国 全 面 建 成
小康社会，为世界经济繁
荣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货
物贸易大国，利用外资和
对外投资稳居世界前列。
据测算，今后五年，中国从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
货物将超过 10 万亿美元，
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直
接 投 资 将 超 过 5500 亿 美
元，这必将为东盟和全球

经济稳定复苏和持续发展
提供强大动力。

第 四 ，中 国 全 面 建 成
小康社会，为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拓展了新的途
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程中，中国创造了经济
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两大奇迹。中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生动实践，给
本地区和世界上那些既想
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
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
了全新选择。

中国经济表现抢眼为
地区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
力

邓 大 使 表 示 ，前 三 季
度，中国国民经济持续恢
复发展，主要宏观指标总
体处于合理区间，就业形
势基本稳定，居民收入继
续增加，国际收支保持平

衡 ，经 济 结 构 调 整 优 化 ，
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社会
大 局 和 谐 稳 定 。 据 中 国
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前
三 季 度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82.31 万 亿 元 人 民
币（约 12.72 万亿美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9.8%。第三季度 GDP 同比
增 长 4.9% ，环 比 增 长
0.2% 。 据 海 关 统 计 ，前 三
季 度 中 国 货 物 贸 易 进 出
口 总 值 28.33 万 亿 元 人 民
币（约 4.38 万亿美元），同
比 增 长 22.7% ，其 中 出 口
增 长 22.7% ，进 口 增 长
22.6%。

中国与东盟互为重要
经贸伙伴。中国经济稳健
复苏，将继续促进双方贸
易投资合作，不断增强地
区供应链韧性，推动中国
— 东 盟 经 贸 关 系 走 深 走
实，为地区经济复苏注入
强劲动力。

中国愿与东盟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

有 记 者 提 问 ：今 年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请问
您对此有何评价？

邓大使表示，50 年来，
中国恪守对《联合国宪章》
的庄严承诺，坚定维护以
联 合 国 为 核 心 的 国 际 体
系，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
基 础 的 国 际 关 系 基 本 准
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

务中的核心作用。
50 年 来 ，中 国 持 续 为

联 合 国 事 业 贡 献 中 国 力
量。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中最大出兵国，中国迄
今 参 与 了 29 项 联 合 国 维
和 行 动 ，累 计 派 出 5 万 余
人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中国积极支持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前
10 年 实 现 2030 年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 确 定 的 减 贫 指
标 ，减 贫 人 口 占 全 球 70%
以上。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我们发起新
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
球紧急人道行动。

2021 年 10 月 25 日 ，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
联 合 国 合 法 席 位 50 周 年
纪 念 会 议 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
国 将 坚 持 走 和 平 发 展 之
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
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
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
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
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

中国愿同包括东盟国
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秉持共
商共建共享理念，弘扬全
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
的多边主义，为实现世界
永续和平发展、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
奋斗。

【本报讯】据中国驻登
巴 萨 总 领 馆 消 息 ：11 月 1
日，驻登巴萨总领事朱兴
龙 应 邀 出 席 乌 达 雅 纳 大
学 国 际 合 作 伙 伴 会 议 。
乌大校长安塔拉教授，外
国 驻 登 巴 萨 领 团 代 表 等
参加。

安塔拉校长介绍了乌
大 的 办 学 情 况 和 发 展 规
划，回顾了乌大的国际合
作交流成果，感谢驻登巴
萨 领 团 为 推 动 乌 大 与 各
国 的 人 文 和 教 育 合 作 所
做贡献，表示将努力克服
疫情影响，与各国高校进

一步深化在外语教学、留
学生互派、文化交流等领
域的务实合作。

朱 总 领 事 表 示 ，随 着
中 印 尼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的不断深入，两国教育
合 作 与 人 文 交 流 日 益 频
繁，合作硕果累累。中国
已 成 为 印 尼 第 二 大 海 外
留学目的地国，最主要的

外 国 游 客 来 源 地 之 一 。
自 2018 年 签 署 谅 解 备 忘
录以来，总领馆与乌大的
合 作 进 入 发 展 新 阶 段 。
旅 游 孔 子 学 院 、中 国 - 东

盟 跨 文 化 研 究 院 相 继 落
户乌大，推动乌大与中国
高 校 的 教 育 和 科 研 合 作
走深走实；各种量身定做
的 汉 语 培 训 班 便 利 了 巴

厘 省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和 旅
游 业 者 与 中 国 游 客 的 沟
通；中国文艺演出让乌大
学 子 亲 身 感 受 到 中 国 文
化魅力。

朱 总 领 事 表 示 ，文 化
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
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总
领 馆 愿 继 续 发 挥 桥 梁 和
窗 口 作 用 ，拓 展 合 作 空
间 ，创 新 互 动 形 式 ，促 进
乌大与中国高校在教育、
人文、科研、青年、汉语教
学等领域深化合作，续写
两 国 文 化 共 同 发 展 进 步
的新篇章。

朱兴龙总领事出席乌达雅纳大学国际合作伙伴会议

中 新 社 北 京 10 月 31
日电 （记 者 周 音）中 国
民航局披露，2021 年 10 月
31 日至 2022 年 3 月 26 日，
中国民航将执行 2021/2022
年冬春航季航班计划。今
年冬春航季，共有近 200 家
国内外航空公司安排客货
航班计划每周 101658 班。

据 民 航 局 介 绍 ，国 内
（不含港澳台）航线航班方
面，各航空公司共计划安
排 国 内 客 货 运 航 班 每 周
93017 班，同比 2020/2021 年
冬 春 航 季 增 长 7.2％ 。 其

中 ，客 运 航 班 每 周 90781
班 ，同 比 增 长 7.3％ ；货 运
航班每周 2236 班，同比增
长 6.4% 。 中 国 国 航 等 22
家航空公司计划在新增的
国 内 51 条 航 线 上 每 周 共
安 排 704 个 航 班 运 营 ，主
要涉及成都、重庆、长沙、
丽 江 、迪 庆 、哈 尔 滨 、济
南 、武 夷 山 、沈 阳 、固 原 、
张家口等机场间的航线。

港 澳 台 航 线 航 班 方

面，各航空公司计划在港
澳台航线上每周安排客货
运 航 班 共 2469 班 ，同 比
2020/2021 年冬春航季下降
17.9%。其中，15 家内地航
空公司计划安排客货运航
班 每 周 683 班 ；12 家 港 澳
台航空公司计划安排客货
运航班每周 1786 班。

国际航线航班方面，国
内外航空公司共计划安排
国际客货运航班每周 6172

班，同比2020/2021年冬春航
季增长 21.3%。客运航班每
周 408 班，同比减少 21.1%；
货运（含客改货）航班每周
5764 班 ，同 比 增 长 28.1% 。
其中，国内19家航空公司计
划 每 周 安 排 客 运 航 班 228
班，通航 34 个国家的 39 个
城市；国外61家航空公司计
划 每 周 安 排 客 运 航 班 180
班，通航 47 个国家的 56 个
城市。国内 19 家航空公司

计 划 每 周 安 排 货 运 航 班
3158 班（全货运 2078 班、客
改货 1080 班），通航 30 个国
家的 55 个城市；国外 65 家
航空公司计划每周安排货
运航班2606班（全货运1394
班、客改货1212班），通航42
个国家的82个城市。

民 航 局 表 示 ，本 航 季
航班安排相比往年及今年
夏秋航季呈现出一些新特
点。国内航线采用了新发

布的《中国民航国内航线
航班评审规则》，取消核准
航段的航班总量限制，进
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支持航空公司灵活调整运
力，有效匹配市场需求，推
动构建“干支通，全网联”
的航空运输服务网络，进
一步提升民航的通达性和
便捷性。国际航班换季继
续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和运
输保障相关要求，客运航
班 量 维 持 在 疫 情 前 的
2.2%，优化货运航线网络，
鼓励“客改货”航班运行。

中国民航执行中国民航执行20212021//20222022冬春航班计划冬春航班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