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7月
10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在開羅會見埃及總統塞
西。
李強首先轉達習近平主席對塞西總統的親切

問候。李強表示，近年來，在兩國元首戰略引
領下，中埃關係蓬勃發展。中方願同埃方一
道，以明年中埃建交70周年為契機，賡續傳統
友誼，鞏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
題上繼續堅定相互支持，不斷豐富中埃全面戰
略夥伴關係內涵，推動兩國各領域合作取得更

多成果，朝着構建面向新時代的中埃命運共同
體的目標持續邁進。

鼓勵有實力中企赴埃投資
李強指出，中方願同埃方在共建「一帶一

路」框架下，加強經貿、金融、製造業、新能
源、科技、人文等領域合作，鼓勵更多有實力
的中國企業赴埃投資。當前國際形勢動盪加
劇、亂象增多，特別是西亞北非地區的衝突紛
爭久拖難解。中方願同埃方保持密切溝通，推

動盡快平息加沙戰火、緩解人道主義危機，防
止衝突外溢升級，為全面、公正、持久解決巴
勒斯坦問題不懈努力。中方願同埃方在聯合
國、金磚國家、上合組織等多邊平台加強溝通
協調，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平等有序的
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推動中
阿、中非合作行穩致遠。
塞西請李強轉達對習近平主席的誠摯問候和

良好祝願。塞西表示，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成就。中國是

埃及的真誠朋友，兩國關係自建交以來始終穩
定順利發展。特別是近年來，在雙方共同努力
下，埃中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兩國關係達
到歷史最高水平。埃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
則，願同中方密切高層交往，推進共建「一帶
一路」，深化經貿、投資、新能源、基礎設施
建設、旅遊等領域合作。埃方歡迎更多中資企
業進入埃及市場，願為此提供便利。埃方支持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議，願同中方加
強多邊協作，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會見埃及總統塞西
李強：推動盡快平息加沙戰火 防止衝突外溢升級

中方願率先簽署東南亞無核議定書
中國－東盟外長會 王毅提四點建議維護地區和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

7月10日，中國－東盟外長會在馬來西亞

吉隆坡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

長王毅同中國東盟關係協調國代表共同主

持，東盟各國外長、東盟觀察員及東盟秘書

長與會。王毅說，中國與東盟發展理念相

近、訴求相通、利益相融，視東盟為周邊外

交優先方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先

行區。我們應在推動亞洲現代化進程中相互

支持、相互成就。中方始終是動盪世界中最

可信賴的穩定力量，是東盟國家應對挑戰最

可依靠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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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關於互免持公務普通護照和
普通護照人員簽證的協定》將於2025年 7月 17日生
效。
根據協定，持有效的中國公務普通護照、普通護照和

馬來西亞普通護照人員，以休閒旅遊、探親訪友、商務
活動、交流訪問、私人事務、醫療、國際運輸（機組人

員）為目的，在締約另一方入境、出境或者過境，停留
不超過30日，且每180日累計停留不超過90日，可免
辦簽證。
如需在締約另一方境內單次停留逾30日或者在締約

另一方境內定居，或從事工作、學習、新聞報道等須經
締約另一方主管部門事先批准的活動，應當在入境締約
另一方前申請相應簽證。

中國馬來西亞17日起互免簽證

王毅介紹了中國東盟合作成果，並提出四點建
議：

一是做捍衛國際公平正義的典範。要堅定維護以
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
秩序。中方支持東盟在區域架構中的中心地位，支
持東盟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願同東
盟國家一道，踐行開放的區域主義和真正的多邊主
義，為地區及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貢獻。

南海非大國博弈「角鬥場」
二是做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典範。當今世界亂象
頻生，我們所在地區的和平穩定彌足珍貴，應當牢
牢守護。絕不允許把地緣衝突、集團對抗引入亞洲
家園，要繼續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
維護好共同的發展環境。中方願率先簽署《東南亞
無核武器區條約》議定書。南海是地區國家的共同
家園，不是大國博弈的「角鬥場」。中方願同東盟
國家拓展海洋環保、航行安全、海上執法、海洋關
鍵基礎設施等領域合作，共同塑造南海合作穩定友
好的新敘事。全面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推
進「南海行為準則」磋商，始終將南海問題的主導
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是做開展互利共贏合作的典範。中方願同東盟
共同建設好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高質量實施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打造高水平自貿
網絡。願繼續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主要平
台，同東盟加強互聯互通、產供鏈合作，打造人工
智能、數字轉型、清潔能源等合作亮點。中方讚賞
東盟堅定維護自由貿易和多邊貿易體制，認為必須
堅持平等對話、互利互惠解決經貿分歧，維護好自
身尊嚴和原則底線，更不能以犧牲第三方利益為代
價。
四是做促進包容互鑒的典範。中方願同東盟各國
繼續倡導不同文明間的對話交流互鑒，共建和而不
同、兼收並蓄的亞洲大家庭。雙方要共同辦好「人
文交流年」活動，增進教育、青少年、智庫、媒體
等領域交流，以實際行動踐行全球文明倡議，增進
民眾相知相親相融。

自貿區3.0版議定書年內簽署
各方積極評價中國東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高
度認可雙方合作成果切實增進人民福祉。與會國
家表示，中國東盟合作最具活力、最富成果，中
國始終是東盟最重要的對話夥伴國之一，感謝中
方對東盟中心地位的支持。歡迎中方提出的務實
合作倡議，願同中方加快發展戰略對接，高質量
共建「一帶一路」，深化貿易、投資、互聯互
通、數字轉型、清潔能源、打擊跨國犯罪等全方
位合作，期待東盟－中國自貿區3.0版議定書年內
簽署，持續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讚賞中方願意
率先簽署《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議定書。期
待各方早日達成「南海行為準則」。願與中方共
同維護多邊主義和多邊貿易體制，共同應對全球
性挑戰。東盟同意中方提議，將2026年定為「中
國－東盟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5周年主題年」
並舉行慶祝活動，通過並實施《中國－東盟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行動計劃》，願同中方進一步加強
團結合作，攜手推進亞洲現代化進程，促進地區
和平、穩定和繁榮。
會議期間，王毅會見了有關國家外長。

●當地時間7月10日，與會代表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中國—東盟外長會上合影。 新華社

會見多國外交負責人 王毅這樣說
會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中俄作為東盟重要對話夥伴，要加強在東
亞合作平台上的戰略協作，支持以東盟為
中心、開放包容的區域合作架構，把握好
東亞峰會和東盟地區論壇正確發展方向，
推動東亞合作機制進一步凝聚發展共識，
成為全球發展的重要引擎和積極力量。

●中俄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伊核問題全
面協議重要參與方，應繼續加強戰略協
作，推動伊核問題政治外交解決進程，共
同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推動中東地區
早日實現和平穩定。

會見日本外相岩屋毅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勝利80周年，是正視歷史、開闢未
來的重要契機。希望日方深刻汲取歷史教
訓，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在此基礎上，
共同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致力於構建
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
係，為地區和世界提供更多確定性和發展
新動能。

●希望日方樹立客觀正確對華認知，秉持積
極理性對華政策。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就台
灣問題作出明確規定，日方必須嚴格履
行、言行一致，維護好兩國關係的政治基
礎。

會見越南副總理兼外長裴青山

●中方視越南為周邊外交優先方向，願同
越方一道，以建交75周年為新起點，保
持高層交往，加強戰略互信，深化互利
合作，妥善處理分歧，推動中越命運共
同體建設不斷取得新進展。

●中方願同越方加強在東亞合作平台的戰略
協調，歡迎越南成為金磚夥伴國，支持越
南早日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大家庭。中方一
貫反對經貿霸凌和關稅脅迫，主張通過平
等對話解決經貿和關稅問題，願同越方共
同維護多邊貿易規則和體制，通過聯合自
強維護各國的正當利益。

會見孟加拉國臨時政府外交負責人圖希德

●今年是中孟建交50周年，具有承上啟下
重要意義。中方支持孟臨時政府執政，
支持孟平穩順利舉行大選，走出符合本
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中方願始終做孟方
值得信賴的好朋友、好鄰居、好夥伴。

●中孟合作是互利共贏的，中方向孟方提供
100%產品零關稅待遇，為孟方發展創造
機遇。美國卻向作為最不發達國家的孟方
加徵35%關稅，既不合理，也不道德。

●新華社

根據外交部軍控司在2024年7月
的發布，建立無核武器區對推動核

裁軍與防止核擴散、促進世界及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具有
重要意義。中國一貫尊重和支持無核武器國家根據本地
區的實際情況，在自行協商、自願協議的基礎上建立無
核武器區的努力，並承諾無條件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
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

尊重蒙古國無核武器地位
中國歡迎拉美、南太、非洲、東南亞及中亞地區國家

在本地區建立無核武器區。中國簽署並批准了《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條約》第二附加議定書、《南太
平洋無核區條約》第二、第三議定書、《非洲無核武器
區條約》第一、第二議定書及《中亞無核武器區條約》
議定書。中國堅定支持東盟國家建立無核武器區的努
力，願率先簽署《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議定書。中
國尊重和歡迎蒙古國的無核武器地位。中國支持有關國
家建立中東無核及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區的努力，希
望這一目標早日實現。

致力推動議定書早日生效
1987年，第三屆東盟首腦會議做出了建立「東南亞無

核區」的決定，以防止超級大國之間在東南亞的軍力競
賽升級為核競賽。 1995年的第五次東盟首腦會議上，東
盟七國首腦與當時尚未加入東盟的老撾、緬甸和柬埔寨
三國領導人簽署了《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條約簽
署國同意不得在本地區研發、製造或控制核武器，也不
得儲存、運輸、使用核武器，不得進行核武器試驗等，
決心把東盟建設為「沒有核武的區域」，該條約1997年
正式生效。同時，條約附有議定書，邀請國際社會承認
的五個核國家（美、俄、中、英、法）簽署，承諾不在
東南亞區域內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就已明確表示，一旦《東

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議定書開放供簽署，中國願率先
簽署該議定書。中方願與有關各方共同努力，推動議定
書早日生效。
2011年11月12日至14日，五核國和東盟在印尼巴厘

島就《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議定書問題舉行了磋
商。經過共同努力，各方已就解決《東南亞無核武器區
條約》議定書所有遺留問題達成一致。根據條約議定書
的有關規定，中國、美國、俄羅斯、英國和法國五個核
武器國家將在簽署和批准議定書後，承擔不對條約締約
國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的義務。

●來源：外交部官網及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中國一貫支持相關國家建「無核武器區」
新聞鏈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

王毅在中國—東盟外長會上表示，

中方願率先簽署《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議定

書。此間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簽署《東南亞無

核武器區條約》議定書有利於南海地區和平穩定，

中方以實際行動彰顯大國擔當，也給東南亞國家

「定心丸」。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太和智庫高級研

究員錢峰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中方表態符合中國

核安全觀理念，也符合東盟國家提出的安全訴求。

錢峰分析指出，首先，中方表態彰顯了中國負責任

的大國擔當，作為核武器大國，中國以實際行動支持

核裁軍和防擴散，推動了全球安全治理，強化了國際

社會對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認同。此外，東南亞無核

化也有助於降低地區核風險，減少外部勢力核介入，

為中國與東盟合作營造了更穩定安全環境。

錢峰表示，簽署《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議定書

的積極作用，首先推動多邊主義實踐，為全球無核區

建設提供範例，也促進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等國際機

制的有效運行，有助於全球核治理體系改革。同時可

以進一步深化中國與東盟關係，中國與東盟可以以無

核化為紐帶，進一步增強政治互信，推動區域合作進

一步提質升級，鞏固中國在東南亞的正面影響力。

美不願放棄在東南亞部署核武器
此間軍事專家宋忠平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東

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早就簽署生效，但是5個有核武

器常任理事國一直沒有簽《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

議定書，條約制度實際影響力有限。中俄一直都想簽

署議定書，該條約對於維護整個東盟地區乃至南海地

區和平與穩定都有積極作用。「當前主要問題應該還

是在美國，美國不願意簽署議定書，它不願意放棄在

東南亞盟國部署核武器是主要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東南亞無核化 中國派「定心丸」
專家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