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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開放公平非歧視貿易投資環境
習近平在APEC會議上強調：堅持真正多邊主義維護多邊貿易體制

習近平指出，要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維護
多邊貿易體制。堅定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

多邊貿易體制，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
定，構建開放、公平、非歧視的貿易投資環
境，早日建成全面、高水平的亞太自由貿易
區。

中國鄉村振興助亞太可持續發展
要堅持普惠包容，實現互利共贏。要突出發

展的包容性，打造平等協商、共同參與、普遍
受益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培育普惠各方的亞
太大市場，讓各方在聯動發展中實現共同增
長，在優勢互補中實現合作共贏。中方提出鄉
村振興、中小企業「專精特新」、包容性貿易
投資等倡議，讓發展和創新成果惠及更多民
眾，助力亞太各方實現包容和可持續發展。
要堅持開放區域合作，共促亞太繁榮。積極

主動擴大開放，全面提升區域經濟合作水平。
中國擴大高水平開放的決心不會變，中國開放
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前不久，第五屆中國國
際進口博覽會圓滿落幕，再次彰顯中國支持自
由開放貿易、向世界開放市場的堅定決心。中
國將積極擴大優質產品和服務進口，為世界帶
來更多市場機遇、增長機遇、合作機遇。

APEC會議發表領導人宣言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袖會議周19日閉幕，當

天舉行的第二十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發表了
《2022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宣言》和《生物
循環綠色經濟曼谷目標》。這是APEC經濟體
領袖四年來首次線下會議。當天上午，領導人
非正式會議結束第二天的主題會後，通過宣
言。
宣言指出，圍繞全面開放、全面聯通、全面

平衡的三大優先領域開展工作，推動亞太地區
實現長期、強勁、創新、包容經濟增長和可持
續發展。重申各方在包括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
等其他場合表達的俄烏衝突立場，包括對俄羅
斯侵略烏克蘭表達最強烈的痛惜，並要求俄羅
斯從烏克蘭領土上徹底、無條件撤出。
為實現疫後經濟復甦，將優先推動以增長為

重點的結構性改革，實現包容、可持續和創新
改革。促進本地區安全和無縫跨境旅行，改善
基礎設施，改進疫苗接種證書互認。
將消弭數字鴻溝，提升數字基礎設施可及

性，支持發展數字技術和數字能力。承諾加大
力度促進鄉村振興，維護長期糧食安全，確保
建立更具韌性、高產、創新和可持續的農業和
糧食系統，強化全球糧食供應鏈，減少糧食損
失和浪費。
當天會議結束後，隨即舉行主辦國交接儀

式。代表美國總統拜登出席APEC會議的副總
統哈里斯，從泰國總理巴育手中接過代表輪值
主席國身份的吉祥物。
2023年的APEC會議將在洛杉磯舉行，隨後

秘魯將輪值舉辦2024年的會議， 2025的會議
由韓國作為東道主。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通社

報道，當地時間19日上午，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在泰國曼谷繼續出席亞太

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九次領導人

非正式會議。會議圍繞可持續貿易和

投資問題進行了討論，習近平指出，

自由和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是亞太經

合組織的宗旨和原則，也是實現2040

年布特拉加亞願景的重要支柱。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11月
19日中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曼谷總理府同泰
國總理巴育舉行會談。雙方宣布，構建更為穩
定、更加繁榮、更可持續的中泰命運共同體。

像走親戚一樣常來往多走動
習近平祝賀泰方成功主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

人非正式會議。習近平指出，雙方要像走親戚
一樣常來往、多走動，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關切問題上繼續相互堅定支持。雙方要落
實好未來5年《中泰戰略性合作共同行動計
劃》，統籌推動各領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要
有效對接各自發展戰略，推動高質量共建「一
帶一路」不斷取得新成效。雙方要加強投資、
貿易、旅遊、基礎設施、產業園等傳統領域合
作，同時不斷培育新增長點，推動數字經濟、
新能源汽車、科技創新等新領域合作取得積極

進展。要加快中老泰三方鐵路合作，積極推進
「中老泰聯通發展構想」，重點加強基礎設施
「硬聯通」，做好物流通關「軟聯通」，擴大
泰國優質農副產品輸華。中方願同包括泰國在
內的各方一道，高質量實施《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關係協定》，讓這一全球最大自貿區安排釋

放更大紅利。加大打擊跨境犯罪，深化追逃追
贓合作。加強教育、醫療、扶貧等民生領域合
作，通過多種方式交流減貧發展經驗，推動兩
國扶貧合作走深走實，辦成、辦好一批貼近群
眾、服務基層的實事。要加強青年交流，使兩
國人民心更近、情更深，豐富中泰命運共同體

的人文內涵。

巴育：歡迎中國企業更多來泰投資
巴育表示，習近平主席訪問泰國並出席亞太

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是習近平主席擔
任國家主席後首次來泰，意義重大。泰方願同
中方加強高層往來，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積
極落實《泰中戰略性合作共同行動計劃》和共
建「一帶一路」合作規劃，加快泰中鐵路建設
並與中老鐵路銜接，落實中老泰聯通發展構
想，加強貿易、投資、扶貧、基礎設施互聯互
通、網絡安全、打擊跨國犯罪等領域合作。歡
迎中國企業更多來泰投資。
兩國領導人共同見證簽署《中泰戰略性合作

共同行動計劃（2022－2026）》《中泰共同推
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規劃》以及經貿投
資、電子商務、科技創新領域合作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11月
1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曼谷出席亞太經合組
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應約同美國副總統
哈里斯簡短交談。
習近平表示，我同拜登總統在印尼巴厘島的

會晤富有戰略性和建設性，對下階段中美關係
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希望雙方進一步增進相互
了解，減少誤解誤判，共同推動中美關係重回
健康穩定的軌道。希望副總統女士為此發揮積
極作用。
哈里斯表示，兩國元首剛剛舉行成功會晤。

美方不尋求同中方對抗或衝突，雙方應在全球
性問題上開展合作，保持溝通渠道暢通。

習近平同泰總理會談：構建更加穩定繁榮可持續中泰命運共同體

同美國副總統簡短交談：
冀共推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軌道

◆當地時間11月19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泰國曼谷繼續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
十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習近平主席
的系列重要講話在國際社會引發熱烈
反響。習近平主席在17日的書面演講
中詳細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
義，並在18日的重要講話中強調：
「中國將堅持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
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堅持走中國
式現代化道路，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
經濟新體制，繼續同世界特別是亞太
分享中國發展的機遇。」
「中國式現代化是亞太和全球經濟

的機遇。」澳大利亞中國工商業委員
會主席戴維．奧爾森說，「這不僅意
味着為中國市場提供高質量商品和服
務的機遇，也意味着從中國強大製造
能力獲得的機遇。」
對於亞太未來發展繁榮，習近平主席

提出重要主張：要攜手構建亞太命運
共同體，再創亞太合作新輝煌。菲律
賓「亞洲世紀」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安
娜．馬林博格-烏伊認為，習近平主席
提出的主張既非常及時地回應了亞太
地區面臨的各種地緣政治和經濟挑
戰，又清晰有力地表明中國真誠與亞
太經濟體開展合作、分享發展機遇的
意願和決心。「和平是亞太地區各經
濟體實現發展和繁榮的首要因素，
習近平主席的論述正是強調了這一
點，也明確了亞太地區加強合作與維
護多邊主義的重要性。」安娜．馬林
博格-烏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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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當地時間1111月月1919日中午日中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曼谷總理府同泰國總理巴育舉行會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曼谷總理府同泰國總理巴育舉行會談。。這這
是習近平抵達總理府時是習近平抵達總理府時，，巴育熱情迎接巴育熱情迎接。。 新華社新華社

◆ 11月1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曼谷應約
同美國副總統哈里斯簡短交談。 新華社

11月19日，是習近平主席泰國曼谷之行的第
三天，也是這次出訪的最後一天，行程依然很
緊湊。上午，繼續出席亞太經合組織
（APEC）第二十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
午，同泰國總理巴育舉行會談；下午，啟程回
國。這一天，習主席重點關注的是兩件大事：
亞太地區的發展繁榮、中泰兩國的友好合作。

「培育亞太共同發展的繁榮之花」
11月19日上午，習近平主席繼續出席APEC

會議。
今年APEC會議的主題是「開放、聯通、平

衡」。當天的會議圍繞可持續貿易和投資問題
進行討論。
習主席提出三點主張：要堅持真正的多邊主

義，維護多邊貿易體制；要堅持普惠包容，實
現互利共贏；要堅持開放區域合作，共促亞太
繁榮。在習主席所作的發言中，在會議發表的
宣言中，有一個詞很醒目——布特拉加亞願
景。
什麼是布特拉加亞願景？
1994年，APEC領導人在印尼茂物提出了

「茂物目標」，主要是到2020年要實現的目
標。
2020年，在茂物目標初步實現之後，當年由

馬來西亞主辦的APEC會議通過了2040年布特
拉加亞願景，展望到2040年建成一個開放、活
力、強韌、和平的亞太共同體，實現亞太人民
和子孫後代的共同繁榮。
從「茂物目標」到「布特拉加亞願景」，寄

託着亞太地區追求共同繁榮的夢想。
2020年以來，習主席一直在致力於推動這一

願景不斷前進。
在今年APEC會議開幕當天，習主席說，我

們已經共同播下布特拉加亞願景的種子，應該
精心栽培、共同呵護，培育亞太共同發展的繁
榮之花！
11月19日，在繼續出席APEC會議時，習主

席說，自由和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是亞太經合
組織的宗旨和原則，也是實現2040年布特拉加
亞願景的重要支柱。
習主席在這次講話中再次強調，早日建成全

面、高水平的亞太自由貿易區。這也是亞太人
民多年的夢想。2014年，APEC領導人在北京
啟動了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習主席多次指
出，通往亞太自由貿易區的路途不會平坦，但
我們要始終朝着這個大方向、大目標邁進。道
阻且長，行則將至。行而不輟，未來可期！

訪泰期間，有一項重要宣布
當天中午，習近平主席在曼谷總理府同泰國

總理巴育舉行會談。2014年巴育擔任泰國總理
以來，習主席曾經先後5次接待他來華訪問。
上任當年11月，巴育總理就來華出席了在北京
舉行的APEC會議，習主席同他舉行會晤。短
短一個月後，習主席再次會見了應邀正式來華
訪問的巴育總理。當時，習主席說，「兩國領
導人經常互訪和見面，是『中泰一家親』的生
動體現。」
中泰友好綿延千年，兩國人民情同手足。

2011年1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赴泰國
訪問時，曾專程前往遭受嚴重洪災的災區學校
看望慰問，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
今年是中泰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10周
年。今年7月，中泰雙方就共建中泰命運共同
體的願景目標達成一致。
在11月19日的會談中，兩國領導人宣布，構

建更為穩定、更加繁榮、更可持續的中泰命運
共同體。
習主席說，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願同

泰方弘揚「中泰一家親」特殊情誼，構建更為
穩定、更加繁榮、更可持續的中泰命運共同
體，賦予「中泰一家親」新的時代內涵，開闢
中泰關係新時代。
中泰命運共同體，標注了兩國關係的高度，

也指引着戰略合作的深度和廣度。

在東盟國家中，泰國率先同中國建立戰略性
合作關係。2001年，中泰兩國政府發表聯合公
報，就推進中泰戰略性合作達成共識。
在11月19日的會談中，兩國領導人共同見證

簽署《中泰戰略性合作共同行動計劃（2022－
2026）》等合作文件。

一條鐵路，聯通三國
習主席這次出訪期間，鐵路合作是很大的亮

點。在上一站巴厘島，習主席和印尼總統佐科
共同視頻觀摩雅萬高鐵試驗運行。這次在曼
谷，中泰兩國領導人談到了另一條鐵路。
2014年12月，中泰雙方簽署《中泰鐵路合作

諒解備忘錄》。在當月同習主席會見時，巴育
總理說，泰中雙方就鐵路合作達成協議，這是
送給泰國人民最好的新年禮物。
按照規劃，中泰鐵路工程共分為兩期，一期

工程連接曼谷和泰國東北部門戶呵叻，二期工
程將延伸至與老撾首都萬象僅一河之隔的泰國
東北邊貿重鎮廊開，實現與中老鐵路銜接，形
成貫穿中南半島的鐵路大動脈。
在當天的會談中，習主席指出，要加快中老

泰三方鐵路合作，積極推進「中老泰聯通發展
構想」，重點加強基礎設施「硬聯通」，做好
物流通關「軟聯通」。
巴育也表示，要加快泰中鐵路建設並與中老

鐵路銜接，落實中老泰聯通發展構想。
除了中泰鐵路這一標誌性合作項目，一系列

務實合作將為兩國人民帶來更多福祉。
在會談中，習主席指出，雙方要加強投資、

貿易、旅遊、基礎設施、產業園等傳統領域合
作，同時不斷培育新增長點，推動數字經濟、
新能源汽車、科技創新等新領域合作取得積極
進展。

從雙邊合作到國際合作
泰國是中南半島最大經濟體和東盟重要成

員。中泰關係需要從更高的戰略高度來把握。

在11月19日的會談中，習近平主席和巴育總
理談到了東盟合作、瀾湄合作等廣泛話題。
去年是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30周年。習

主席主持紀念峰會，巴育總理和其他東盟國家
領導人與會。會上正式宣布建立中國東盟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習主席提出共建「五大家
園」，也就是和平家園、安寧家園、繁榮家
園、美麗家園和友好家園。
在此次同巴育總理的會談中，習主席表示，

中方願同泰國等東盟國家加強團結合作，聚焦
「五大家園」建設，不斷釋放中國東盟全面戰
略夥伴關係新動能。
2020年11月，東盟十國以及中國、日本、韓

國、澳大利亞、新西蘭15個國家，正式簽署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標誌着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正式達
成。
在11月19日的會談中，習主席表示，中方願

同包括泰國在內的各方一道，高質量實施《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讓這一全球最大
自貿區安排釋放更大紅利。
同飲一江水。中泰兩國是瀾滄江—湄公河合

作的共同參與國。泰國即將接任瀾湄合作共同
主席國。在這次會談中，習主席指出，中國願
同湄公河國家共同推動次區域合作高質量發
展。
中泰一家親。習主席指出，中方願同泰方加

強國際事務協作，為共同促進世界持久和平與
長遠發展作出積極努力。巴育總理表示，泰國
支持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
全倡議，支持中國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發揮更
大作用。
從11月 14日至19日，從巴厘島到曼谷，

習近平主席的東南亞之行舉世矚目。在6天5夜
裏，習主席密集出席30多場活動，既運籌多邊
外交，又引領雙邊關係，既闡述倡議主張，又
提出務實舉措，此訪將注定成為一次影響深遠
的重大外交行動。 ◆央視新聞客戶端

曼谷之行第三天，習近平聚焦這兩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