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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4日下午，习近平
主席乘坐专机抵达印尼巴厘
后，马不停蹄地与先抵达巴厘
的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
两国就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
问题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区问
题坦诚深入交换了看法。

双方见面时表现得谦和
友好，会谈开始后，会场气氛
相当严肃紧张。习近平主席
发言时，口气很严肃，很坚决，
毫无保留地阐述中国一贯立
场。习主席说，当前中美关系
面临的局面不符合两国和两
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
际社会的期待。中美双方需
要本着对历史、对世界、对人
民负责的态度，探讨新时期两
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
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
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正
处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各
国既需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
战，也应该抓住前所未有的机
遇。我们应该从这个高度看待
和处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不
应该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
零和博弈，中美各自取得成功
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宽广
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
展、共同繁荣。双方应该正确
看待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
图，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

非零和的交往基调。
习主席说，我高度重视总

统先生有关“四不一无意”的
表态。中国从来不寻求改变
现有国际秩序，不干涉美国内
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双
方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
处、合作共赢，共同确保中美
关系沿着正确航向前行，不偏
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遵
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这是双方管控
矛盾分歧、防止对抗冲突的关
键，也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
护和安全网。

世界人民都很知道，
美国说话不算数，早前中美会
谈刚一结束，美国就翻脸，就
台湾问题，不履行在会谈时所
承诺的诺言，比如承认“一个
中国”，“反对台湾独立”；转眼
间，美国就派参议院主席佩洛
斯窜访访台湾，继续向台湾出
售军火，接着一批又一批的美
国高官访问台湾，与民进党一
唱一和地攻击中国；美国在外
交上非常狡猾，说一套，做一
套，很不守信用。

习近平重新系统阐述了台
湾问题由来以及中方原则立
场。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
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
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
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

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
己的事，是中国的内政。维护
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心
愿。任何人想把台湾从中国
分裂出去，都违背了中国的民
族大义，中国人民都绝不会答
应！我们希望看到并始终致
力于保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但

“台独”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
不容。希望美方言行一致，恪
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总统先生多次讲
过不支持“台独”，无意将台湾
作为谋求对华竞争优势或遏
制中国的工具。希望美方将
总统先生的承诺落到实处。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
要情况和重要成果，指出，中
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公开
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保
持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我
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把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出发点，坚定不移把改革开
放进行下去，推动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中国继续坚定奉
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
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倡
导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
深化和拓展全球伙伴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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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开
放发展、共赢发展，做全球发
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同各国
一起实现共同发展。

习主席指出，自由、民主、
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
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美
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
式民主，都符合各自的国情。
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中
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体现人民
意愿，我们同样感到自豪。

如所诸知，美国为了称霸
世界，总是拿着“民主”的旗
号，对别国进行威慑侵略，拿
着“民主”反“民主”，到处招摇
撞骗、惹是生非，到处树立敌
对，破坏世界和平安宁，被压
迫的国家和民族无不对美国
的侵略野心，痛之入骨。

习近平主席指出，美国
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
是社会主义，双方走的是不
同的路。他说，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得
到14亿人民拥护和支持，是
中国发展和稳定的根本保
障。中美相处很重要一条就
是承认这种不同，尊重这种
不同，而不是强求一律，试图
去改变甚至颠覆对方的制

度。美方应将有关承诺体现
在具体行动上，而不是说一
套做一套。习主席说，全球
经济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
化、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也离
不开中美协调合作，这还是
共同利益。双方应该相互尊
重，互惠互利，着眼大局，为
双方合作提供好的氛围和稳
定的关系。

拜登表示，我同习近平主
席相识多年，保持着经常性沟
通，但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面
对面的会晤。祝贺你再次连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美中作为两
个大国，有责任保持建设性关
系。美方致力于保持两国元首
以及政府各层级沟通渠道畅
通，就双方存在分歧的问题开
展坦诚对话，为应对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等重要全球性挑战加
强必要合作，发挥关键作用。
这对美中两国和两国人民至关
重要，对整个世界也十分重
要。我愿重申，一个稳定和发
展的中国符合美国和世界的利
益。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
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
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
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
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
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
突。美方也无意寻求同中国

“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

展，无意围堵中国。
拜登表示，美中关系如

何发展，对未来世界走向至
关重要。美中双方有共同责
任向世界展示，美中能够管
控分歧，避免和防止由于误
解误判或激烈竞争演变成对
抗甚至冲突。美方认同应确
立指导美中关系的原则，可
由双方团队在已有的共识基
础上继续谈下去，争取尽早
达成一致。美国政府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不寻求利用台
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
希望看到台海和平稳定。

美国靠不住，讲过的话和
保证都不兑现。尽管美国总
统拜登在习主席面前讲了一
些“甜言蜜语”，我们都不能太
过相信，人们对美国言行不一
已经司空见惯，所以，拜登说
过的话，我们不能太相信，我
们要“听其言，观其行”，如果
美国真的实行它所做的“保
证”，那么，世界太平就会很快
来到，相反，世界灾难就会降
临在世界人民的头上。

我们对美国与中国在互相
合作、互相竞争的前提下，要认
真履行自己的诺言，中国说到做
到，而美国不要再搞骗人花样，
要用实际的行动，要说到做到，
不要在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再援
助台湾民进党台独势力，不要到
处挑拨离间，到处搞“颜色革
命”；要做出大国的风范，为世界
和平做出实实在在的好事来。

对美国要听其言观其行

10月 14日，众多国家领
导人陆续抵达印尼巴厘岛，准
备参加于15日至16日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G20）第十七次
峰会。G20成员国占世界人
口的67%，贸易量占全球贸易
的75%，经济总量占世界GDP
的80%，被媒体称为“全球最
大的经济论坛”。

面对经济增长乏力、通货
膨胀高企、能源及粮食危机等
一系列挑战，这届G20峰会原
本是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最
佳场所，但美西方却试图将其
变成对抗俄罗斯的政治舞台，
让各界担心关键的议题被忽
视，而复杂的矛盾令G20各方
无法达成重要共识。

《罗盘网》15日发表题为
《印尼在世界之巅与 G20 的
角色》社论说，因各种“病症”
而显得颓靡的世界把目光聚
焦在印尼。新冠疫情后遗
症，俄乌战乱造成能源及粮
食短缺，地缘政治分裂愈发
严重，印太地区的权力和利
益冲突……诸多需要协调的
问题。难怪外长蕾诺(Retno
Marsudi)感叹：“这届可能是
历来最困难的G20峰会。”

回顾历史，1973年中东产
油国(OPEC)为维护权益而实
行禁运，造成石油危机，发达
国家组建了“七国集团”(G7)
与之协调。当亚洲多国因被
西方财团颠覆而爆发金融危
机，由G7策动于1999年成立
了“二十国集团”(G20)，成为
各国磋商财经问题的论坛。

G20 应该是解决全球危
机与风险的平台。然而，英国
《每日电讯报》14日称，新上任
的英国首相苏纳克打算在峰
会上就俄罗斯“非法入侵”乌
克兰与俄外长拉夫罗夫进行
对峙。并撰文声明，“我们不
会让自己的经济未来被一个
无赖国家的行动挟持”。展露
强硬立场，显示西方试图将
G20峰会变成一个孤立、对抗
俄罗斯的政治舞台。

《德新社》14日报道，德国
总理朔尔茨认为，各方领导人
正为在经济、健康、气候等问
题上达成一致而努力，然而，
俄乌冲突带来的后果可能会
造成一些危机。他坦白说，

“这将是一段艰难的旅程。”目
前很难预计G20峰会究竟将
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华尔街日报》评论：“内
部分歧或阻碍G20峰会重振

全球经济努力。”印尼总统14
日与拜登会晤时表示，期待此
次峰会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带
来“务实的伙伴关系”。

美国《政治新闻网》13日
称，印尼方面正游说一些西
方国家领导人在指责俄乌冲
突时作出让步，避免峰会结
束时无法达成联合公报。据
说有某国官员受到来自印尼
同行的压力，印方敦促这些
国家表现“灵活性”，使用不
太强硬的措辞。佐科维日前
曾强调“G20不是一个政治论
坛”。印尼倾向于对话，但美
欧则更多地使用制裁措施。

《路透社》报道，佐科维与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时，
呼吁欧盟和G7支持促成G20
峰会达成联合公报。俄罗斯
外交部强调，G20峰会应该将
精力集中在应对“真实而非虚
构的威胁”，处理经济问题，

“将其议程扩大到和平与安全
领域是不可行的”。

《华尔街日报》评论，重
振日益乏力的经济增长将成
为 G20 峰会首要议题之一，
但成员间的矛盾成了经济放
缓的主要原因。IMF总裁上
周日说：“当我们看着这幅暗
淡的画面时，更令人不安的

是，在我们最需要彼此的时
候，出现分裂加剧的趋势。”

《罗盘网》报道，美国总统
2008年11月中旬邀G20领导
人参加首届高峰会议，讨论美
国财经危机对世界造成的恶
果。大会决议每年由轮值主席
国举行峰会，只讨论两个议题，
即财务轨道及夏尔巴轨道。焦
点是财务货币政策、基建投资、
金融监管、国际税法等。其次
才是地缘政治、反腐败、建设、
能源交易、气候变化、性别平等。

中国2016年举办的峰会
主题:“走向创新、充满活力、
互联、包容的世界经济。”意大
利2021年的主题：“人民、星
球和繁荣。”而印尼本届峰会
的主题是“共同复苏、强劲复
苏”(Recover Together, Recover
Stronger)；三大议题是全球卫
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和可
持续的能源转型。印度尼赫
鲁大学教授说，这些议题都是
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单凭
一个国家无法应对，它们的影响
也不局限于某个国家和地区。

《半岛电视台》报道，尽
管存在政治纷争与挑战，一
些观察家依旧对G20解决共
同关切问题的能力保持一定
程度的乐观态度。复旦大学

的专家宋国友强调，G20 为
世界重要经济体提供进行多
边磋商、双边讨论的平台，对
全球合作来说“意义非凡”，
它的关键作用在于，能够传
递多元化声音、将不同话题
纳入议程，并展现各方诉求。

《国际日报》15日刊载印
华前辈沈伟真对G20峰会的
评论：“印尼政府的确花了九
牛二虎的力量举办这次困难
重重但终于顺利举行推动国
际对话的峰会，这说明了印尼
是有能力举办国际会议的国
家，是有担当的国家，是有创

意维护世界和平的国家。”
中国《环球时报》的社论

《印尼正在崛起为一支全球
性力量》写道：“我们相信，通
过中印尼两国元首在巴厘岛
G20 峰会的双边会晤，两国
将持续打造发展中国家互利
共赢的典范、南南合作的先
锋。”登高望远，可以看到印
尼释放的新动力、新契机！

《罗盘网》于16日报道，
佐科维总统与习主席将在巴
厘岛经过视频启动雅万高铁
15公里段的试车仪式，希望明
年 6 月就能投入正式营运。
这条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将
成为印尼靓丽的名片，如G20
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所穿的峇
泽一样，展现绚丽的风采。

■ 雅加达：啄木鸟

我们有理由为印度尼西
亚成为 2022 年 20 国集团轮
值主席国感到自豪。

首先，因为我国将有权
确定优先议程，并主持这些
享有盛誉的国际论坛的一
系列会议。

其次，因为这可以作为
一个舞台来“炫耀”我们国家
领导（这一代表着地球 60%
以上的人口、75%的全球贸
易和 80%的贸易额，且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参与其
中的）多边合作平台的能力。

然而，如果它不能就当今
世界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
——主要与疫情后的经济复
苏有关——提出具体的解决
方案，这种自豪感可能会化为
虚假和不可持续的自豪感。

接二连三的灾难
新冠肺炎重创了世界上

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为
应对疫情期间日益增多的
融资方式而推出的财政刺
激措施，使得许多国家——
尤其是贫穷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债务日益膨胀。

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全球债务数据显示，全球
累计债务价值已飙升至 226
万亿美元——相当于3187万
亿盾。请您在后面写一串15
个零来想象其恐怖情况。

与此同时，世界债务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上升了

28个百分点，达到256%，这是
二战以来的最高债务增幅。

不 幸 的 是 ，与 往 常 一
样，在美国通胀上升的情况
下（我国也不例外），美国中
央银行（美联储）采取便捷
措施提高基准利率，以遏制
国内价格飙升。

不可避免地，美联储提
高基准利率使穷国和发展
中国家的偿债成本更加昂
贵。美元汇率走强后，进口
成本也有所增加。

疫情还没有结束，俄罗
斯和乌克兰一直处于战争
状态。结果，健康危机蔓延
为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
全然倒下，而且祸不单行。

食品价格指数逐一上
涨。小麦是其中一个。这
不难理解，根据世界粮农组
织的数据，至少有 50 个国
家大约 30% 的小麦依赖于
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

不幸的是，为确保小麦库
存和维持国内粮食稳定，一些
小麦生产国实施了各种出口
限制政策。这就像中国谚语
所描述的场景，人类“本是同

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粮农组织的报告还说，

由于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洪
灾和印度出口收紧，我们的
主食大米的价格指数在9月
份触及 110.9，这是自 2021
年 3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事实上，正如印尼CNBC
(10/10/2022)新闻网详述的那
样，世界大米价格的上涨很少
发生。在过去五年中，大米价
格只上涨了三次：2020年4月
至5月、2021年初和这一次。

不要问能源价格指数，
因为，我们单从燃料价格就
已经可以感受到了。世界银
行还承认，2022 年 7 月全球
能源价格指数为168.58，比上
年同期（同比）高出约 72%。
在 2022 年 6 月版的《全球经
济展望》报告中，世界银行不
忘提醒，不仅通胀会恶化，燃
料价格和其他能源商品的普
遍上涨也会对摇摇欲坠的经
济放缓的步伐产生影响。

撕裂的20国集团
简而言之，战争、气候

变化和各国自救的利己主
义导致的危机不断，对印尼

的 20 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寻
求解决方案构成挑战。

值得庆幸的是，印尼提出
的“共同恢复，恢复更强”的主
题，反映了世界面临的问题和
印尼提出的解决方案。即潘
查西拉原则的结晶：互助合作
（Gotong Royong）。可以看出，
印尼希望邀请国际社会共同
努力、相互支持，以便他们能
够共同恢复，并变得更强大和
更可持续。

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提
议；这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说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
是说，人类同胞的命运，无论
是哪个民族，无论是他们的
国家实行哪种制度，都是彼
此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必须

“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只
为自己着想是不妥的，更不
用说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来进行“零和博弈”。

理想情况就是如此。然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20国集团
不再团结一致（就像2008年应
对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那样），
而是至少分裂为两个阵营：亲
美和亲中。美国似乎想让这

个论坛更具政治氛围，而中国
则试图维持为讨论经济问题
而成立的20国集团的大纲。

或许可以理解。中国谚
语说道“饱暖思淫欲”。美
国与七国集团成员国，以及
其他民主国家的肚子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了，显然妄想
就会很丰富；而以中国为代
表的发展中国家，还在为解
决这个问题而苦苦挣扎。

我们希望习近平主席和
拜登总统出席巴厘岛20国集
团峰会，能够就未来改善世界
经济达成共识。虽然，要达成
这项协议，先决条件是需要美
国及其盟友承认发展中国家
更需要的是稳定的局面来发
展经济，而不是联盟政治和挑
拨离间的强制外交来遏制中
国和抵制俄罗斯或任何被贴
上“不与他们站在一边”的国
家。 译者：亮剑

巴厘 G20 峰会上登高望远

20国集团：政治与经济之间

■ 作者：Novi Basuki

作者简介：Novi Basuki，
中文名王小明。Aseng.id官网
主编，从东爪哇习经院毕业
后，在中国几间高等院校度过
了十年寒窗。最新著作《中国
的伊斯兰教：过去与现在》由
Kompas图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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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余凡

颜色革命兄弟阋墙 ，
风烟激 叹百孔千疮 ……
俄乌战端西方通胀 ，
供应断 哀油贵粮荒 ！

二十国集团 东升西降 ，
美国施压费参商 ；
领导人峰会 南众北寡 ，
印尼主席敢担当 。

巴厘诗岛如画 ，
和韵传情 旌旗飘扬 ；

团结新兴社会 ，
拒绝霸权 治国安邦 ！

且看雅万高铁 飒爽登场 ，
推动经贸革新开放 ；
重视宝贵资源 科技含量 ，
出口创汇繁荣富强 。

命运共同体 莫称王 ，
联通七洲四大洋 ；
经济多元化 不张狂 ，
互助共赢新希望 ！

巴厘展现新气象
——印尼主持 G20 峰会有感

■ 廖省：林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