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上好，欢迎来到美
妙 的 印 度 尼 西 亚 国 货 之
光！印度尼西亚由 17000 多
个岛屿组成，每个岛屿都有
它的特色产品，我们在这里
要向中国观众介绍的产品
包括咖啡、燕窝、Milkita棒棒
糖、虾片等等......”

这是印度尼西亚驻华大
使周浩黎参加《全球国货之
光》录制的一幕。当天，周
浩黎走进海南卫视演播室，
通过直播带货与中国消费
者热情互动，为印尼商品寻
找合作商机。

我有一个中文名字：周
浩黎

从2018年 4月就任驻华
大使至今，周浩黎在中国已
工作生活了 3 年多的时间。
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他有
着丰富的驻外经历，曾多次
在印尼驻联合国代表处工
作，并先后出任印尼驻荷兰
公使、印尼驻俄罗斯大使等
职。

自称祖辈有着福建血统
的周浩黎向记者表示：“我
有一个中文名字：周浩黎。
这个名字有着特殊的寓意，
因为它代表着钻石与光。”
周浩黎的字里行间都表达
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在中国工作的日子里，
周浩黎交到了很多中国朋
友，从工作伙伴到餐馆服务
员，在他看来，中国人民的
热情好客更加深了他促进
两国合作、交流的使命感。

“我3年前来到中国，做了很
多的工作，会见了很多人，
对于一名大使来说，身肩任
务或者职责就是要进一步
拉进两国以及两国人民的
关系。”

期待与海南建立三大领
域合作

在出任驻华大使三年多
的日子里，周浩黎走访了 40
多座中国城市，与1999年初
来时不同，中国城市发展的
日新月异令周浩黎感触良
多。北京胡同、桂林山水、
广 州 小 蛮 腰 、四 川 大 熊
猫......在周浩黎的社交媒体
上，能看到他晒出的很多热
门景点，他还用心地为这些
照片配上音效，吸引了众多
网友关注。

遍赏中国美景的同时，
周浩黎对海南情有独钟。

今年 4 月，他参加了海南博
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他
表示由衷地喜欢海南，并十
分看好海南自贸港建设。

“ 海 南 岛 我 已 经 去 过 3 次
了！我去过海口、去过博
鳌、去过三亚。我喜欢那里
的人民，喜爱那里美丽的风
景、漂亮的沙滩，还有海南
美食。我在海南最喜欢的
美食？当然是海南鸡米饭
啦！如果你想吃到世界上
最好吃的鸡米饭，那就去海
南吧！”

周浩黎在节目中表示，
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全球市
场带来机遇，期待未来与海
南建立三大领域的合作。

“第一是旅游领域。巴厘岛
与海南是省级友城关系，所
以有很多旅游（项目）可以
开发。第二个则是贸易领
域。因为在东盟国家，印度
尼西亚以及其他国家去年
已经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而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也朝着 2035 年
更为成熟制度体系的目标

迈进，因此，在这样的背景
下，贸易是优先考虑的合作
之一。第三个则是全民外
交。海南有很多一流的大
学，未来希望看到更多的印
尼和海南学生互访。这是
我们所期待与海南建立的
三大领域合作。”

《全球国货之光》这个
节目做得很专业

“今天我们展示的是印
尼传统舞蹈，它是印度尼西
亚苏门答腊岛北部地区的
一种文化特色，反映了人们
一起游玩、跳舞、唱歌、互相
交谈的景象。”节目中，周浩
黎面带微笑、侃侃而谈，向
观众逐一介绍印尼的文化
和风土人情。

周浩黎表示：“《全球国
货之光》这个节目做得很专
业，它的每一个环节我都很
喜欢。录制前，我做了很多
准备，以求通过节目能让大
家从中受益，让印尼、让中
国、更让海南的观众受益。”
未来，周浩黎最大的愿望就
是希望增进两国人民间的
感情，为两国架起更多合作
的桥梁，而《全球国货之光》
就是其中之一。

本文来源：海南卫视官
方账号 12月6日

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做客《全球国货之光》
自称祖辈有着福建血统

周浩黎现场与嘉宾共舞周浩黎现场推荐印尼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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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锡军大使发表署名文章：《“民主峰会”不民主》

12 月 9 日 ，印 尼《雅
加 达 邮 报》及 其 网 站 分
别 刊 发 中 国 驻 东 盟 大 使
邓 锡 军 署 名 文 章《“ 民 主
峰 会 ”不 民 主》。 文 章 内
容 如 下 ：美 国 即 将 在 线
上 举 办 所 谓“ 民 主 峰
会 ”，号 称 要“ 在 民 主 国
家 面 临 的 挑 战 和 机 遇 面
前 ，捍 卫 国 内 外 的 民 主

和 人 权 ”。 但 这 一 打 着
“ 民 主 ”旗 号 划 分 政 治 阵
营 、服 务 自 身 战 略 目 的
的 行 为 ，是 对 民 主 精 神
最 大 的 背 叛 。 中 国 坚 决
反 对 美 国 这 种 充 满 冷 战
思 维 ，在 世 界 上 煽 动 意
识 形 态 对 立 和 矛 盾 并 制
造新的分裂的做法。

此 次 美 国 举 办“ 民 主
峰 会 ”，根 据 自 己 的 主 观
好 恶 来 断 定 哪 些 国 家 民
主 、哪 些 国 家 不 民 主 ，根
据 自 己 的 尺 度 衡 量 别 国
民主的好坏，将民主私有
化 、标 签 化 ，这 本 身 就 是
极不民主的做法。

当 前 ，新 冠 疫 情 、气
候 变 化 等 全 球 挑 战 迫 在
眉睫，包括美国自身在内
的 一 些 国 家 民 主 状 况 和

国 内 问 题 加 剧 。 各 国 理
应 将 注 意 力 更 多 地 放 在
本 国 和 世 界 民 众 的 诉 求
上 ，聚 焦 团 结 合 作 ，促 进
发展进步，而非放任现实
问题，转而在政治层面转
移矛盾，让民众付出沉重
代价。

各 国 不 仅 应 在 国 内
提倡民主，也应当支持国
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
维 护 以 联 合 国 为 核 心 的
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践行真正
的多边主义，推动更加包
容的全球治理，这也是国
际 社 会 的 共 同 期 待 和 时
代潮流。美国的“民主峰
会”不仅无法实现这样的
目标，反而会干扰破坏这
一进程。

民 主 的 本 意 是 人 民
当 家 作 主 ，目 标 是 满 足
广 大 民 众 需 要 ，促 进 国
家 发 展 进 步 ，造 福 本 国
和 世 界 人 民 。 世 界 各 国
从 国 内 外 政 治 得 失 的 发
展 中 认 识 到 ，各 国 必 须
扎 根 于 本 国 土 壤 ，建 立
符 合 自 身 国 情 和 发 展 实
际 的 政 治 制 度 和 民 主 模
式 ，才 能 享 有 真 正 的 民
主 。 照 抄 照 搬 他 国 政 治
制 度 和 民 主 模 式 行 不
通 ，将 自 身 政 治 意 愿 强
加于别国更行不通。

中 国 坚 持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走 出 了 一 条 发 展 全 过 程
人 民 民 主 的 民 主 道 路 。
人民依法享有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

主监督的权利，坚持以人
民 为 中 心 的 政 治 立 场 始
终 贯 穿 国 家 政 治 生 活 的
各 领 域 、各 方 面 、各 环
节 。 这 一 民 主 道 路 切 实
解决人民关心的问题，在
中 国 行 得 通 、很 管 用 ，受
中 国 人 民 的 广 泛 欢 迎 。
中国主张建立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提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
国际关系民主化。

长 期 以 来 ，美 国 自 诩
“ 民 主 灯 塔 ”和“ 民 主 样
板 ”，无 视 自 身 民 主 制 度
的 结 构 性 缺 陷 与 实 践 中
走样，放任本国民众因种
族 歧 视 、社 会 撕 裂 、贫 富
分化、疫情肆虐等问题付
出沉重代价，反而频频打

着 所 谓 民 主 的 旗 号 肆 意
干涉他国内政、发动对外
战 争 ，充 当“ 民 主 教 师
爷 ”，在 许 多 国 家 和 地 区
制 造 动 荡 和 人 道 主 义 灾
难。

美 国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搞“ 民 主 峰 会 ”，与 其 在
本 地 区 搞“ 四 边 机 制 ”和
美 英 澳 三 边 安 全 伙 伴 关
系这样的小圈子，本质上
是相同的，说到底都是冷
战 思 维 在 作 祟 。 我 们 呼
吁 美 国 停 止 在 全 球 和 地
区挑动隔阂与对立，呼吁
各国践行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推
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
识 形 态 、不 同 历 史 文 化 、
不 同 发 展 水 平 的 国 家 和
谐共处。

尊敬的蕾特诺外长，
各位朋友：

很高兴应邀出席巴厘
民主论坛。我曾多次访问
印尼，也来过巴厘岛，这里
独特的风土人情给我留下
了美好记忆。记得当地有
一种“莱佛士花”，是世界
上最大的花卉，只能在东
南亚热带雨林中生长。民
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的重要成果，就像扎根在
各国土壤的植物一样，在
不同的历史文化、民族传
统 和 社 会 环 境 中 汲 取 营
养，滋润生长，竞相绽放。

今天的论坛以“民主服
务人类”为主题，可谓道出
了民主的真谛。在人类绵
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
无数先贤志士孜孜不倦追
求民主，说到底就是为了

找到更好的制度和政治架
构，让人类远离战火，远离
饥饿，远离贫困，过上美好
生活，实现公平正义。今
天，我们继续为此不懈努
力，上下求索。

当前，人类社会正经历
新冠疫情严峻冲击，世界
格局又面临百年未有之重
大变革。在这样的历史关
头，如何正确认识民主、运
用民主、完善民主、发展民
主，帮助我们更好应对各
种挑战，促进世界的和平
稳定繁荣，是一个关乎人
类前途的世纪之问。

对这个问题，我们看到
了 各 种 各 样 的 观 点 和 态
度。有的认为，只有西方
民主才是标准答案，并在
世界上强行移植和推广西
式民主；还有的主张以一
国的民主划线，挑动政治
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争，在
世界上制造分裂和对立。
毫无疑问，这些都不是真
正的民主，而是假借民主
之名的伪民主。

什 么 才 是 真 正 的 民
主？判断民主的标准又是
什么？习近平主席明确指
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
价值。民主不是哪个国家
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
权利。一个国家民主不民
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

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
长期以来，美国和某些

西方国家总喜欢把“不民
主”的帽子扣在包括中国
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头
上，其背后隐藏的是西方
式的傲慢和对其他文明的
偏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
那天起，就把民主理念印
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把建
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
在中国实现真正和有效的
民主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
责 任 。 经 过 百 年 探 索 实
践，中国共产党已经带领
中国人民找到了符合中国
国情的民主新形态——这
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
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
主，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
民主。习近平主席指出，民
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
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
民要解决的问题的。正是本
着这样的理念，我们把民主
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
彼此贯通起来，避免了那种
选举时满天许诺、选举后无
人过问的民主弊端，让中国
人民全程、有效、深入地表达
自身利益诉求，参与国家政
治生活，小到衣食住行，大到
改革发展，人民的意愿都能

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

主，是有着完整制度程序
和参与实践的民主。我们
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
两个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
来，并且致力于过程民主
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
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
接民主有机的结合，既具
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丰
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

当然，中国有句古话，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
百虑”。各国实现民主的方
式多种多样，不存在唯我独
尊的民主，更不存在高人一
等的民主。我们对自己的
民主充满自信，同时也充分
尊重别国的民主。我们不
会对外输出民主，而是愿意
平等沟通、交流互鉴，既汲
取学习人类文明发展的积
极成果，也给别的国家提供
有益的参考借鉴。

各位朋友，
民主不仅是国内治理的

方式，也是全球治理的原则。
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

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
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
处 理 国 际 事 务 的 民 主 原
则。当今世界，局势变乱交
织，问题层出不穷，一个深
层次原因就是国际关系中
的民主原则没有得到共同

的维护和遵守。为此，我们
应在国与国交往中大力弘
扬民主精神，积极倡导尊重
主权、平等协商、团结合作
等正确理念，坚持不懈地推
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我们要尊重国家主权，
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动辄对
他国进行民主改造的结果，
并不是稳定与繁荣，而是国
家满目疮痍，人民流离失
所，难民危机频发。我们应
当汲取教训，坚定维护联合
国的核心地位，捍卫联合国
宪章的权威，反对以民主人
权为旗号破坏他国主权、干
涉他国内政。

我们要倡导平等协商，
发扬亚洲特色民主理念。
历史悠久的亚洲有着多元
共生传统，形成了协商共事
的民主文化。66 年前，广大
亚非拉国家齐聚印尼，召开
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各方平
等协商、求同存异，发出了
全 球 民 主 治 理 的 正 义 呼
声。东盟是协商民主的成
功实践者，中国与东盟的交
往始终坚持有事好商量、遇
事多商量，在国际上树立了
共商共建共享的典范。我
们应当积极倡导平等协商，
将其作为国际关系民主化
的一项重要内涵。

我们要坚持团结合作，

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挑战。
新冠疫情、极端气候、恐怖
主义、通胀加剧、供应链危
机，无不昭示人类是休戚
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但是
个别国家仍在用过时的冷
战 思 维 看 待 21 世 纪 的 世
界，热衷于打着民主旗号
搞各种小集团小圈子,这实
际 上 是 对 民 主 精 神 的 践
踏，更是在开人类历史的
倒车。全球化时代的民主
治理，绝不是小院高墙、脱
钩断链，也不是保护主义、
结盟对抗，而是应当坚持
自由贸易，加强互联互通，
追求互利共赢，推动全球
化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普
惠的方向发展。

各位朋友，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民

主的真谛和价值必将在人
类文明进步的滚滚洪流中
激浊扬清、不断升华。中
国将在继续发展完善本国
民主的同时，坚定不移地
捍 卫 国 际 关 系 民 主 化 原
则，坚定不移地做世界和
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
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弘扬真正的民主精神，
同各国一道，共同创造人
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各位！
原载：2021-12-09
中国外交部网站

弘扬真正民主精神，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王毅国务委员在第14届巴厘民主论坛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