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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月
12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
會堂會見來華進行正式訪問的比利時首
相德克羅。

擴大雙向旅遊和留學生交流
習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視中比關

係發展。中比建交53年來，各領域合
作成果豐碩，惠及兩國人民。中比都
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在抵制保護
主義、維護自由貿易方面有共同利
益。中方讚賞首相先生多次公開發聲
反對「脫鈎斷鏈」，歡迎比利時企業
來華投資興業，願為他們提供良好營
商環境，也希望比方為中國企業提供
公正、透明、非歧視的營商環境。雙
方可以結合各自優勢，擴大在交通物
流、生物製藥等傳統領域合作，探討
打造綠色發展、數字經濟等合作新增
長點。雙方要鼓勵兩國政府部門、立

法機構、地方省市加強交往對話，擴
大雙向旅遊和留學生交流，互辦大型
文化活動，開展大熊貓保護研究，不
斷增進相互了解和民間友好，為中比
關係注入新動力、拓展新前景。中方
願同比方加強在聯合國等多邊框架內
溝通，就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生物多
樣性等議題開展合作。
習近平強調，中國對歐政策保持長期
穩定，始終視歐洲為中國的合作夥伴，
希望歐洲作為多極世界中的重要力量，
發揮積極和建設性作用。面對變亂交織
的國際形勢，中歐之間需要架更多的
「橋」。雙方應該更加緊密合作，推動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
濟全球化，共同促進世界的和平、穩
定、繁榮。中方願同歐方一道努力，推
動中歐關係在新的一年裏穩中有進，希
望比利時作為歐盟輪值主席國為此發揮
積極作用。

比利時歡迎中企赴比開展合作
德克羅表示，比中關係源遠流長，在

很多方面走在歐中關係前列。比方將繼
續恪守一個中國政策。比方願同中方坦
誠對話，深化理解，推動兩國關係在政
治、經濟等各領域不斷發展。比方反對
「脫鈎斷鏈」，歡迎中國企業赴比開展
合作，希望同中方加強人員往來和人文
交流。10年前，習近平主席訪問比利
時期間在布魯日發表精彩演講，其中有
關「橋」的生動闡述令人印象深刻。在
當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下，世界需要
中國和歐洲攜手做夥伴，在促進世界經
濟增長、應對氣候變化、建立更加穩定
的世界等廣泛領域加強合作。比利時作
為歐盟輪值主席國，願為歐中關係發展
發揮積極作用，希望我此次訪華有助於
將比中、歐中關係提升到新高度。
王毅參加會見。

習近平會見比利時首相：中方讚賞比方發聲反對「脫鈎斷鏈」

中方斡旋 緬各方達成停火協議
承諾不損害中方邊民和在緬項目人員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外交部發言人毛寧1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答問時表

示，1月10日至11日，在中方斡旋和促推下，緬軍同果敢、德昂、若開等三家緬北民地武

組織代表在中國雲南昆明舉行和談，並達成正式停火協議。雙方同意立即停火止戰，軍事人

員脫離接觸，相關爭端和訴求通過和平談判方式解決。雙方承諾不損害中方邊民和在緬項目

人員安全。毛寧指出，保持緬北停火和談勢頭，符合緬甸各方利益，也有助於維護中緬邊境

地區和平穩定。

◆1月12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進行正式
訪問的比利時首相德克羅。 新華社

12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時稱，據報道，近日，在中方幫助下，緬軍同果
敢、德昂、若開等緬北民地武組織在昆明舉行了新
一輪和談。中方能否介紹和談相關情況？

緬各方在雲南昆明舉行和談
對此，毛寧回應稱，1月10日至11日，在中方斡

旋和促推下，緬軍同果敢、德昂、若開等三家緬北
民地武組織代表在中國雲南昆明舉行和談，並達成
正式停火協議。雙方同意立即停火止戰，軍事人員
脫離接觸，相關爭端和訴求通過和平談判方式解
決。雙方承諾不損害中方邊民和在緬項目人員安
全。雙方並就停火安排等其他事宜進行了協商。
「保持緬北停火和談勢頭，符合緬甸各方利益，
也有助於維護中緬邊境地區和平穩定。」毛寧表
示，中方希望緬甸相關各方認真落實業已達成的停
火協議，彼此保持最大克制，繼續通過對話協商解

決問題，共同推動緬北和平進程取得進展。中方願
繼續為此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幫助，發揮建設性
作用。

體現中國作為周邊國家的負責任態度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東南

亞研究中心主任許利平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中
方建設性介入，止戰促談，成功斡旋和促推緬軍同
三家緬北民地武組織代表在昆明舉行和談並達成正
式停火協議，體現了中國作為周邊國家的負責任態
度，同時也折射出了中國在地區的影響力。
緬北衝突亦事關中緬邊境的安全穩定，影響中緬

合作項目及企業人員安全。許利平介紹，中緬直接
接壤的邊界線長達2,000多公里，此前曾有炮彈打
到中國境內，此次達成正式停火協議，某種程度上
可以說亦與中國自身利益密切相關，有利於中緬邊
境的安全穩定。

不過，許利平同時提醒，此次達成的停火協議並
非永久性的，未來仍有被撕毀的可能。許利平表
示，現在緬甸特別是緬北地區的固有矛盾尚未得到
根本解決，且各方間的矛盾較深，從目前來看未來
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他認為，未來的關鍵還是要
看各方能否真正落實停火協議。

去年3月，中方在北京成功斡旋伊朗和沙特這一
對多年的中東「宿敵」握手言和。許利平指出，
近年來，中國大國外交積極主動作為，在止亂促
談中扮演了建設性角色，體現了大國的擔當與責
任，同時也與有些國家攪局者的角色形成了鮮明
的對比。

◆1月10日至11日，在中方斡旋和促推下，緬軍同果敢、德昂、若開等三家緬北民地武組織代表在中國雲
南昆明舉行和談，並達成正式停火協議。圖為緬北果敢老街。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2023年度國防科技工業十大新聞12日
正式揭曉，習近平總書記給中國航發黎明發
動機裝配廠「李志強班」職工回信；中國海
外維和部隊首次列裝新型防地雷反伏擊車；
中國首次火星探測火星全球影像圖發布；重
型燃氣輪機「太行110」通過鑒定；中國掌
握可控核聚變高約束先進控制技術；全球最
大射電天文望遠鏡陣列首台中頻天線正式吊
裝；嫦娥五號團隊榮獲國際宇航科學院「勞
倫斯團隊獎」；中國科學家發現金屬新礦
物，命名鈮包頭礦；國產首艘大型郵輪「愛
達．魔都號」正式命名交付；「星月交輝
海天勝覽——科技薈澳系列活動」舉辦入
選。

為人類深入認知火星作出中國貢獻
據介紹，2023年度國防科技工業十大新
聞由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新聞宣傳辦公室組
織行業有關專家和媒體代表共同審議評選。
十大新聞中分別涉及航天技術、天文探索、
核能及應用、船舶工業等多個方面。
在涉及航天及天文探索方面，中國首次火
星探測火星全球影像圖發布等新聞入選。
2023年4月，國家航天局和中國科學院聯合
發布了中國首次火星探測火星全球影像圖。
本次發布的彩色影像圖，將為開展火星探測
工程和火星科學研究提供質量更好的基礎底
圖。天問一號任務獲取的包括影像圖在內的
一批科學探測數據，將為人類深入認知火星
作出中國貢獻。
全球最大射電天文望遠鏡陣列首台中頻天
線正式吊裝。2023年9月20日，中國參與
研製的國際大科學工程平方公里陣列射電望
遠鏡項目（SKA項目）中頻天線結構進入

建設階段後的首台天線正式吊裝，標誌着中
國在SKA項目核心設備研發中發揮引領和
主導作用，在國際大科學工程中，為世界成
功提供「天線解決方案」。此外，嫦娥五號
團隊榮獲國際宇航科學院「勞倫斯團隊
獎」，「星月交輝 海天勝覽——科技薈澳
系列活動」舉辦亦入選。

中國核地質70年來發現第13個新礦物
涉及船舶工業的入選新聞，包括重型燃

氣輪機「太行110」通過鑒定，國產首艘大
型郵輪「愛達．魔都號」正式命名交付。
2023年6月，「太行110」重型燃氣輪機在
深圳通過產品驗證鑒定，標誌着中國擁有
自主知識產權的110兆瓦級重型燃氣輪機
通過整機驗證，填補了國內該功率等級產
品空白。重型燃氣輪機是能源高效轉換、
潔淨利用、多領域應用的核心裝備，自主
研製重型燃氣輪機，對於實現「雙碳」目
標、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助力高質量發展
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在核能及應用相關領域，可控核聚變高約
束先進控制技術、金屬新礦物鈮包頭礦入
選。2023年8月中國環流三號再次刷新中國
磁約束聚變裝置運行紀錄，標誌着中國磁約
束核聚變裝置運行水平邁入國際前列，是中
國核聚變能開發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可控
核聚變作為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的前沿技術，
具有資源豐富、環境友好、固有安全等突出
優勢，是解決人類能源問題的重要途徑之
一，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023
年 10月，鈮包頭礦（niobobaotite）獲得國
際礦物協會新礦物、命名及分類委員會的正
式批准，這是中國核地質系統成立近70年
來發現的第13個新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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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毛
寧12日說，美國領導人多次表示堅持一個中國政
策，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一
中一台」，不尋求把台灣問題作為工具遏制中
國。希望美方恪守承諾，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
題。
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日前，美國白
宮國安會就中國台灣地區選舉問題舉行專題媒體
電話簡報會。白宮不具名官員表示，美方堅持一
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支持兩岸對話。
只要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分歧，美方對最終解決
方案不持立場。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
「我們注意到美方有關表態。」毛寧說，一個

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也是中美關係
的政治基礎。「台獨」是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
脅，是一條注定失敗的不歸路。
毛寧表示，美國領導人多次表示堅持一個中國
政策，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不尋求把台灣問題作為工具遏制
中國。「我們希望美方恪守承諾，慎重、妥善處
理涉台問題，停止美台官方往來，停止向『台
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不得以任何形
式介入台灣地區選舉。」
她說：「如果美方真心希望維護台海和平穩

定，那就應該明確反對『台獨』、支持中國和平
統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國防部新聞
發言人張曉剛大校12日就近期涉軍問題發布消
息，呼籲域外國家停止一切危險挑釁行徑。
據「國防部發布」消息，美媒援引美軍方官員

言論稱，自去年10月以來，中美兩軍未再發生重
大艦機危險接近事件，顯示雙方軍事緊張正趨緩
和。對此，張曉剛說，中美海空軍事安全問題的
根源，在於美軍艦機跑到中國家門口滋事挑釁，
在中國周邊海空域進行長時間、大範圍、高頻度
的抵近活動。
張曉剛指出，中國軍隊依法依規進行反制，有關

行動正當合理、專業克制。美方需要做的是，停止
一切危險挑釁行徑，嚴格約束一線兵力活動，這才
是避免海空意外事件的根本之策，這才能夠切實為

推動兩軍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另外，據報近日菲律賓武裝部隊和美印太總部
在南海海域開展聯合巡航，菲陸軍總司令認為本
次聯合巡航標誌菲美聯盟及兩軍協同取得重大突
破。對此，張曉剛表示，中方一貫主張，國家間
的防務合作不得損害第三方利益，不得破壞地區
和平安全。
張曉剛說，菲方拉攏個別域外國家在南海搞所
謂的「聯合巡航」，不過是想借助外部勢力在南
海滋事攪局，只會推高南海緊張局勢，破壞地區
和平穩定。中方敦促菲方打消投機冒險心理，停
止不負責任的渲染炒作。中國軍隊將保持高度警
戒，繼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
安全和海洋權益。

中方：希望美方恪守承諾 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

中方籲域外國家停止一切危險挑釁行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