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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盧溝橋遊故宮 馬英九堅信「去中國化」不會成功

習近平：推動中越命運共同體建設取得更多成果
會見越南國會主席王庭惠 強調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是雙方共同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4月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

見越南國會主席王庭惠。習近平強調，當前，國際和地區形勢發生深刻複雜變

化，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維護國家穩定和發展，是中越雙方共同利益所在。

習近平請王庭惠轉達對阮富仲總書記的親
切問候。習近平指出，去年年底我訪問

越南期間，和阮富仲總書記共同宣布構建具
有戰略意義的中越命運共同體，開啟了中越
關係新篇章。在雙方共同努力下，我同阮富
仲總書記達成的共識正在得到落實。志同道
合、命運與共是中越關係最鮮明的特徵，
「同志加兄弟」是中越兩黨兩國傳統友誼最
生動的寫照。雙方要共同努力，推動中越命
運共同體建設取得更多成果，服務各自現代
化建設，更好造福兩國人民，也為世界社會
主義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加強治黨治國理政經驗交流
習近平強調，當前，國際和地區形勢發生
深刻複雜變化，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維護國
家穩定和發展，是中越雙方共同利益所在。
雙方要以高水平互信鑄牢中越命運共同體意
識，以高質量合作夯實中越命運共同體根
基，以高度政治智慧推進中越命運共同體建
設。中方願同越方加強治黨治國理政經驗交
流，發揮好中越雙邊合作指導委員會的統籌
協調作用，加快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倡議
同「兩廊一圈」戰略對接，豐富青年、友城
等渠道交流。希望雙方立法機構深化各層級
交流合作，加強立法監督經驗等互學互鑒，

為增進兩國民間友好發揮重要作用。

王庭惠：推進「兩廊一圈」「一帶一路」對接
王庭惠轉達阮富仲總書記對習近平總書記
的親切問候和美好祝福。表示，作為同志加
兄弟，越南黨和政府高度讚賞中國的發展進
步，由衷欽佩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取得的歷史性成就。今年中國兩會確立
發展新質生產力等目標，是社會主義的創新
之舉，為越南提供了有益參考。相信中國必
將如期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促
進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越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認為台灣是中
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堅決反對任何形
式的「台獨」分裂活動，香港、新疆、西藏
事務也都是中國內政，中國必將保持長期穩
定繁榮。越方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將
中國作為越南對外關係的頭等優先戰略選
擇，將按照阮富仲總書記和習近平總書記確
立的「六個更」目標，同中方密切各層級交
流合作，持續鞏固高水平政治互信，積極推
進「兩廊一圈」和「一帶一路」對接。越南
國會願同中國全國人大保持密切交往交流，
為夯實兩國民間友好、推進構建具有戰略意
義的越中命運共同體發揮積極作用。
王毅、王東明參加會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4月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會見法國梅里埃基金
會主席梅里埃夫婦。
習近平對梅里埃夫婦以及梅里

埃基金會長期以來對中法關係發
展以及中國生健康事業的關心
和支持表示讚賞。
習近平強調，當今世界面臨百年

未有之大變局，進入變亂交織的動
盪期。人類社會不僅要應對新冠疫

情等生健康挑戰，也要面對巴以
衝突、烏克蘭危機等地緣衝突。中
方始終主張要和平，不要戰爭，呼
籲止戰促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60年來，一代又一代人傳承和發展
中法關係，兩國友好歷久彌堅。中
方珍視中法友誼，願同法方進一步
加強高層交往，密切交流合作，推
動中法關係邁上更高水平。長期以
來，中法在生健康領域開展了一

系列合作，取得豐碩成果。歡迎梅
里埃基金會繼續同中方深化合作。
梅里埃表示，感謝習近平主席
百忙之中撥冗會見，這充分體現
了對法國人民的友好情誼，令人
感動。我和中國的交往和情誼始
於46年前。多年來，我始終關注
和欽佩中國的發展進步。梅里埃
基金會將繼續積極促進法中友好
和生健康合作。
王毅參加會見。

會見法國梅里埃基金會主席梅里埃夫婦
習近平：推動中法關係邁上更高水平

復旦大學中國周邊研究中心主

任趙衛華教授向香港文匯報指

出，中越兩國互補性非常強，雙

方政治關係、經貿關係密切，並

且在安全領域對彼此而言亦非常重要。雖然

中越在海洋上有一些分歧和爭端，但兩國山

水相連，毗鄰而居，共同利益遠遠大於雙方

間的分歧，相信兩國最終能夠通過和平談判

協商解決這些問題。

經貿相互依賴聯繫密切
自2004年起，中國一直是越南最大的貿易

夥伴、最大的商品市場、最大的農產品進口

市場，至今已有20年時間。同時，近年來，

越南已成為中國的第四大貿易夥伴國。就越

南的經濟體量而言，能夠躋身中國的第四大

貿易夥伴，足見中越兩國經貿相互依賴程度

之深，彼此經貿聯繫之密切，同時，中越間

的交流合作既有助於促進越南的發展，也有

利於中國的發展，是互利共贏。

越南是一個外貿驅動型增長的國家，其

經濟增長大部分要靠外貿驅動。趙衛華指

出，俄烏衝突爆發之後，越南原來相當大

一部分通過俄羅斯的運輸通道被阻斷，同

時越南的海上運能又不足，因此越南迫切

希望通過中越鐵路打通從中國到歐盟的通

道。此外，中國市場吸納了越南將近30%的

農產品，在電子商務等領域中越南亦有非

常密切的合作和巨大的現實需求。

域外大國介入 需雙方謹慎對待
去年年底，中越宣布構建具有戰略意義的

中越命運共同體。趙衛華指出，中越兩國社

會制度相同，並且都在建設社會主義。這位

專家強調，中越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雙

方之間的分歧，中越之間有相向而行的深厚

基礎和巨大現實需求。因此近幾年來中越領

導人之間互動頻繁，並且兩國間達成很多務

實合作的共識和協議。

趙衛華坦言，中越之間有分歧，這不假，

但相信雙方可以通過共同努力，找到解決問

題的辦法。他說，中越之間原來有三大爭議

點：陸地邊界、北部灣以及南海領土主權爭

議。但經過雙方幾十年的不懈努力，兩國用

智慧化解了陸地邊界爭端和北部灣的爭端。

這位專家指出，儘管中越在南海的爭端更

加複雜，而且有域外大國的介入，特別是美

國唯恐天下不亂，需要雙方謹慎對待，並且

可能要經歷很長時間，但相信有陸地邊界和

北部灣的成功經驗，兩國最終能夠共同找到

解決問題的辦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
中越有化解爭端智慧

專專家家
解讀解讀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及中通社
報道，馬英九8日展開在北京的第二天行程，分別參
觀多個景點。他在參訪完故宮後強調，中華文化源
遠流長，任何「去中國化」的行徑都不會成功。
馬英九7日結束在陝西的參訪，搭乘高鐵前往北
京，展開了其此次大陸行的最後一站行程。

紀念抗戰是記取教訓 振興中華
8日上午，馬英九一行來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

念館和盧溝橋。參觀結束後，馬英九發表感言時
說，今天來到這裏感慨萬千。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
歷史上國家禦侮戰爭中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範圍
最廣、犧牲最大的民族戰爭。紀念七七事變，不能
只是回顧歷史，最重要的是記取教訓。
七七事變親歷者、今年93歲高齡的鄭福來8日來
到盧溝橋現場，向馬英九講述當年抗戰的血淚回
憶。馬英九表示，很認同鄭福來老先生說的，歷史

是一面鏡子，我們必須告訴子孫，我們紀念抗戰，
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要記取教訓，自立自強，
振興中華。

回歸民族情感兩岸才能長長久久
馬英九表示，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身
為後輩必須牢記，歷史的錯誤不可再犯，身為炎黃
子孫，必須學會和平解決爭端，為人類謀幸福，求
和平。
下午，馬英九一行前往故宮博物院。參訪期間，
眾人遊覽太和殿、九龍壁、頤和軒等處。在太和殿
前，馬英九還特意擺出姿勢獨照留影。
參訪故宮後，馬英九發表談話，難掩心中激動。
他說，歷經600年興衰榮辱，故宮始終是中華民族
的象徵。大家可以在故宮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底蘊，
以及歷朝歷代的萬千氣象。
他提到，文化交流是兩岸之間共同的語言，情感

的共鳴，是任何刻意為之的手段或意識形態所切不
斷的。他也深信，任何所謂「去中國化」的行徑都
不會成功，因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已經深植炎黃
子孫血脈之中。「唯有回歸民族情感與中華文化，

兩岸才能長長久久。」
馬英九也勉勵隨同參訪的「大九學堂」學子，參
訪故宮後，要更深刻了解中華文化的脈絡，以及歷
史變遷承載的意義。

◆4月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越南國會主席王庭惠。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針對近期東南亞國家掀起高層訪華
熱潮，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8日
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這顯示了有
關國家對發展對華關係的高度重
視。
有記者提問，我們注意到，4月
以來，東南亞國家掀起了一波高層
訪華熱潮。印尼當選總統普拉博沃
首次出訪首站即選擇中國。上周，
王毅外長在廣西分別會見老撾副總
理兼外長沙倫賽、越南外長裴青
山、東帝汶外長賁迪拓。本周，泰
國公主詩琳通、越南國會主席王庭
惠、新加坡副總理王瑞傑到訪中
國。發言人能否介紹更多情況？

毛寧表示，近日，多位東南亞國
家領導人和外長相繼訪華，顯示了
有關國家對發展對華關係的高度重
視。

周邊是中國外交的優先方向
毛寧說，周邊是中國外交的優先
方向，中國和東南亞國家是命運與
共的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中
方始終按照習近平主席提出的親誠
惠容周邊外交理念，同周邊國家開
展友好合作，增進理解互信，共同
發展振興。
她介紹說，中國與東盟已連續4年
互為最大貿易夥伴。今年前兩個
月，中國與東盟貿易總額就達9,932

億元人民幣，增長8.1%。東南亞國
家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合作
夥伴，中老鐵路、雅萬高鐵、中馬
「兩國雙園」等一大批合作項目加
快了區域增長，惠及地區人民。中
國同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實現
互免簽證，「中國—東盟人文交流
年」將舉辦一系列豐富多彩活動，
促進雙方民眾相知相親。
毛寧表示，今年是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發表70周年。「我們願同
周邊國家一道，傳承弘揚和平共處
五項原則，踐行親誠惠容理念，深
化利益融合，攜手構建和平安寧、
繁榮美麗、友好共生的亞洲家
園。」

外交部談東南亞國家高層訪華潮：各國高度重視發展對華關係

◆4月8日，馬英九一行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參觀。 新華社

◆「七七事變」親歷者鄭福來在盧溝橋上為馬英九
一行講述歷史。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