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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敦促美方不要挑拨离间

第十四届北京-东京论坛日前在东京举
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深化互信与合作，共
担亚洲及世界和平与发展责任——— 思考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的现实意义”。

本届论坛的举办正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访华前夕。与会人士认为，今年以来中日关系
持续改善，两国应进一步管控分歧、加强合
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共商全球课题 维护地区稳定

论坛主办方会前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日本受访者认为中日关系重要的一大原因是
“两国合作对于亚洲和平发展必不可少”。

与会者认为，中日两国可在朝鲜半岛和
平机制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启动与完善管
控分歧的双边、多边对话机制，共同维护地区
和平稳定。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明石康指出，日中两
国在社会福祉、医疗、老龄化、全球气候变化
等领域面临共同挑战，两国应共同探索解决
问题的策略。此外，日中应携手合作，共同参
与并解决亚洲及全球性课题。

同时，多位与会代表指出，在当前的贸易

保护主义浪潮下，身为世界重要经济体的中
日两国可以在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方面发
挥更多作用。

中国经济学家樊纲认为，中日作为经济
大国，可以合作推动诸如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地区多
边机制，以促进并带动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论坛致词中指
出，目前，包括经济全球化在内的现有国际秩
序出现动荡。迄今，日中等亚洲国家都在现有
秩序下实现了发展，维护和完善这一秩序符
合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利益，两国应携手努力
肩负起这一责任。

挖掘合作潜力 发力“一带一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 10 月 25 日至
27 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将是日本首相
时隔 7 年来的首次访华。据此间媒体报道，拓
展中日双边、多边合作将成为安倍访华的重
要议题之一。本届论坛设置了探讨两国经贸
合作事宜的“经济分论坛”和低碳及数字经济
等领域合作前景的“特别分论坛”，意在进一
步探索中日间更多潜在合作模式。

与会人士认为，中日两国在诸多领域存
在巨大合作潜力。中国高伟达公司董事长于
伟认为，中日两国可在数字金融方面展开合
作。日本三井不动产董事船冈昭彦则表示，日
中企业在智能城市建设、资源回收利用等绿
色经济领域的合作大有可为。

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合作的
议题也引发与会者的热烈讨论。日本经济
学家田代秀敏认为，日中在高铁、人工智
能、环保、现代农业等领域存在巨大合作潜
力，两国企业具有一定互补性，双方可取长
补短实现合作共赢，未来两国可以在“一带
一路”框架下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

重温条约精神 推动关系发展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
年。条约为两国关系发展确立了政治基础和
法律规范。重温条约精神、思考条约对当前
中日关系的启示也成为本届论坛热议话题。

福田康夫表示，在条约缔结 40 周年之
际，双方应重返条约精神原点，对两国关系
进行深入思考。尤其在当前国际秩序动荡
的背景下，两国更应重温条约缔结初衷并
放眼世界，进一步推动日中友好合作。

与此同时，相关民调显示，两国受访民
众认为领土、历史等问题仍是阻碍中日关系
发展的重要因素。论坛中，不少专家就中日
如何进一步深化理解、增进互信建言献策，
认为双方应本着条约精神进一步管控分歧、
加强沟通，并将“永不再战”落到行动上。

田代秀敏认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
结 40 周年对两国关系来说是一个重要节
点，希望两国领导人的对话能推动日中关
系迈上新台阶。
(记者王可佳)据新华社东京 10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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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抹黑叫颠倒是非，有一
种诋毁叫倒打一耙。

美国领导人在演讲中对中国展
开“系统性抹黑”，给中国外交乱贴
“扩张主义”标签，诬称中国“铸犁为
剑”、利用“债务陷阱”扩大影响力，
种种荒唐之言，充满傲慢与虚伪。

当今世界，谁是和平发展的推动
者，谁是导致动荡不安的麻烦制造
者？谁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谁是国
际规则的破坏者？谁主张“天下为公”，
谁认定“天下为我”？谁得道多助，谁失
道寡助？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明。

纵观历史，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
和平的民族，以和为贵、兼善天下的理
念一脉相承。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
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
穷兵黩武的基因。新中国成立近 70 年
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
一以贯之的主题，中国的外交辞典中
没有“扩张”二字。进入新时代，中国
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为人类和平与
发展作出的扎实努力和积极贡献，国
际社会看在眼里，公道自在人心。

与一些人炮制的“中国威胁论”

相反，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
出资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中
国参与朝核、伊朗核、缅甸、阿富汗、叙
利亚、南苏丹等问题解决进程，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与一些人诬
称的“扩张主义”相反，中国同绝大多数
陆上邻国和平解决了边界问题，主张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使一度风高
浪急的南海局势趋于稳定。与一些人热炒的“债务陷阱”相反，合
作共赢的“一带一路”建设造福各国、惠及人民，130 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与中国携手共襄盛举。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期间，不少非洲国家领导人更是主动驳斥“掠夺资源”“债
务陷阱”等抹黑中方的论调。

反观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长期以“国际社会代言人”

自居，标榜“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呢？
仗着强大的军事实力，美国发动一系列对外战争，可谓

“动武成瘾”。美国还“制裁成瘾”，一言不合就制裁。美国近年来
还增添了新毛病———“退群成瘾”，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接连退
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定……

美国从自己利益出发，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规则
不利自己就修改规则，修改还不合意就废弃规则。其种种背信
弃义、蛮横无理的做法令世人侧目。再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掩
饰不了美国为长期维护其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的一己之私。

试看在当今世界的不少地区，政治动荡、恐怖主义、难
民潮等种种困境和挑战，哪一样不应该记上美国的“功劳”？

中国先贤有言：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

信誉崩塌，道义破产，还有什么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又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两国交恶不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合作共
赢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可以
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在中美关系的重要关口鉴往知来，
我们更加体会到这句话的深远意义。美国与中国相向而行、携
手共进，中美关系才能迈过沟坎、穿越风雨，通向更好的未来，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开辟光明前景。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记者侯晓晨)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 17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
方出于自身政治需要，一再编造谎言，炒作所谓
债务问题，令人失望。中方敦促美方为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多做实事，而不是挑拨离间。

有记者问：不久前美国领导人声称，中方在
利用“债务外交”扩大全球影响力。美国防长在
访问越南期间称，中方采取“掠夺性经济行为”，
将难以偿还的巨额债务施加于其他小国。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面对大量事实和数据，美方出于自
身的政治需要，一再编造谎言，发表不负责任的
言论，令人失望。

他说，众所周知，产能不足、自主发展能
力欠缺、基础设施落后、融资难是许多欠发达
国家普遍面临的发展瓶颈。中国自身在很长时

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对广大发展中国家
遇到的困难感同身受，能够急他们之所
急，秉持正确义利观同这些国家开展互利
合作，结合自身发展经验，在力所能及范
围内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
治条件的帮助。这些合作有力促进了相关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如，中
国融资并建设的蒙内铁路，累计为肯尼亚
创造了近 5 万个工作岗位，中巴经济走廊
2016 年为巴基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
了 2 . 5 个百分点。这些合作当然深受广大发
展中国家欢迎。

陆慷表示，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期待包括
美国在内更有能力的发达国家能给予这样的
帮助，期待发达国家能兑现承诺，也能根据发
展中国家切实需要，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

件的实实在在的帮助。“即使自己做不到，有
关国家至少不应对其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
以援手百般阻挠，不惜以广大发展中国家民
众的福祉为代价服务自己的政治需要，这样
做是不道德的。”

他表示，美方罔顾事实，不停地拿所谓债
务问题说事。但事实上，在美方和一些媒体近
来不断炒作的有关地区和国家债务中，中国
合作项目债务占比很小，也没有哪个国家是
因为与中国合作而陷入“债务陷阱”。

“我愿举些例子：截至 2017 年中国贷款
仅占斯里兰卡外债的 10% 左右；中国对菲律
宾贷款总额不足菲外债的 1% 等等。近期斯
里兰卡驻华大使表示，所谓中国政府把斯里
兰卡拖入‘债务陷阱’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巴
基斯坦财长也驳斥了美方有关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引发巴债务危机的言论。我想，这些国家
是最有发言权的。”陆慷说。

他说，在不久前成功举办的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期间以及联合国大会上，很多非洲
国家领导人主动站出来发声，驳斥所谓中非合
作加重非洲债务负担的谬论，指出他们的国家
渴望发展，急需资金，期待合作。来自中国的支
持和帮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他们国
家的内政，他们欢迎中国、感谢中国，纷纷称赞
中国是非洲发展振兴最可信赖的伙伴。这些数
据和事例都能很好地说明问题。

“美方给中国乱扣帽子的做法也不得人
心。我们敦促美方正确看待中国同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合作，美方自己也能为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多做些实事，而不是站在一旁挑
拨离间。”陆慷说。

北京-东京论坛释放中日关系改善信号
（上接 1 版）“我很荣幸和您有这样一种联

系和缘分。”提布林-耶德回应道。她欢迎习近平
主席再次到访挪威，有机会再去她家里做客。

习近平主席说：“这是中挪人民之间的友好
情谊，我们可以继续延续两国之间的友好合
作。”

习近平主席也请提布林-耶德向她的母亲
和家人转达自己的问候。

简短的交流，绵长的情谊。
此刻的金色大厅内，充满了重逢的惊喜和

温情。
“这真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奇妙经历。”提布

林-耶德事后仍心怀感动。她说，时隔近 40 年，
习近平主席对走访挪威一个普通家庭还记忆犹
新，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对挪威国家和人民的深
刻印象和深厚感情。“我本人感到非常自豪。”

这次出乎预料的会面，也生动诠释了中挪
友好交往的根基所在，反映了两国人民的普遍
愿望。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挪威是最早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欧洲国家
之一。明年中挪将迎来建交 65 周年，中方愿
同挪方以此为契机，共同开辟中挪关系更加美
好的未来。

哈拉尔五世国王 33 年内 4 次访华，“见
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相信挪中关系
“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

“经过近 40 年发展，中国和挪威都发生
了很大变化，两国有无限合作机遇。”提布林
-耶德说，自己从普通家庭的女儿成长为现在
的挪威石油与能源部国务秘书，希望能在所负
责领域推动两国更紧密的合作。

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这次跨越 39 年的“奇遇”，相信将为人

们所铭记并广为传颂，成为中挪乃至中外关系
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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