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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这是 1111 月月 1010 日拍摄的北京国家体育场日拍摄的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鸟巢”、”、北京国家游泳中心北京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水立方””及周边区域夜景及周边区域夜景。。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议1111月月1010日至日至1111日在北京举行日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金立旺 摄摄

夜景璀璨夜景璀璨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0 日 电
（记者 郝亚琳） 10 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夫人彭丽媛同参加2014年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部分
经济体领导人夫人出席由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主办的“促进残疾人共享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主题系列活动。

上午，彭丽媛在北京会议中心
迎接印度尼西亚总统夫人伊莉娅
娜、加拿大总理夫人劳琳、日本首相
夫人安倍昭惠、马来西亚总理夫人
罗斯玛赫、新西兰总理夫人布罗娜、
新加坡总理夫人何晶、巴布亚新几
内亚总理夫人琳达、泰国总理夫人
娜拉蓬。

彭丽媛和来宾们参观了中国残
疾人事业展览。观看残疾人才艺展
示。中国残疾人展现的乐观向上、
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和精湛技艺让
彭丽媛和来宾们深受感动。她们与
每位残疾人亲切交流互动，赞叹连
连。在展示厅“我的梦”展板下，彭
丽媛和来宾们俯身与听障小朋友做
起益智拼图游戏，与孩子们手把手
完成他们心中的梦拼图。彭丽媛和
外宾们还深情鼓励小朋友们活跃身

心、快乐成长。
随后，彭丽媛与来宾们共同出

席“促进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主题会议。彭丽媛在致辞时
表示，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
成员，尊重、关爱残疾人，为残疾人
创造良好环境，是全社会的道义和
责任，也是推动社会公平公正发展
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建立更加公
平、包容、可持续的社会环境，促进
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让
我们对每一个残疾人多一份理解和
尊重，多一份关心和帮助。让爱与
残疾人同行。

中国残联负责人宣读了会议通
过的《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和融合
发展的联合倡议》。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专门向主
题活动发来视频致辞，高度评价中
国政府为促进亚太和世界残疾人事
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发挥的积极作
用，希望更多的亚太经济体把残疾
人事业列入发展战略。国际残疾人
联盟主席戴蒙德发表讲话，希望亚
太和世界各国为保障残疾人权益、
增进残疾人福祉继续作出努力。

彭丽媛同政要夫人出席残疾人主题活动

让爱与残疾人同行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记

者 刘华）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日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韩国总统朴槿惠。

习近平指出，今年7月我访问韩
国，我们就充实和深化中韩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达成广泛共识，特别是决定
加快中韩自由贸易区协定谈判。我
高兴地得知，双方刚刚完成中韩自由
贸易区协定实质性谈判。建立中韩
自贸区具有里程碑意义，将有力促进
亚太区域一体化。我愿意同你保持
沟通，就重大问题及时交换意见，始
终把握友好合作前进方向，推动两国
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取得更加丰硕
成果，使中韩作比邻而居、并肩而行
的好邻居、好伙伴。

朴槿惠表示，今天是值得韩中双
方共同庆祝的日子。成立韩中自贸
区对全球经济复兴和亚洲发展繁荣
是重要利好消息。韩方将继续努力，
使有关协定早日达成并生效。希望
两国继续秉持合作精神，推动韩中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韩方相信，中方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将有力促进区域一
体化进程，韩方愿意积极研究加入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相关问题。

习近平强调，中方在朝鲜半岛
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希
望各方拿出诚意，采取灵活姿态，重
启六方会谈，尽快找到务实、管用、
为各方接受的解决办法。中方支持
韩朝通过对话协商改善南北关系。

朴槿惠介绍了韩方有关立场和
主张，表示韩方重视中方在半岛事
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
加强沟通和协调，为早日重启六方
会谈创造有利条件。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包括中韩两

国政府关于结束中国－韩国自由贸
易协定谈判的会议纪要，中韩两国
政府关于互免持外交、公务护照人
员签证的协定等。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0 日电
（记者 刘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家主席
张晋创。

习近平指出，中越建交以来，两
国关系虽有过曲折，但总体不断向
前发展，一条重要启示是，只要双方
着眼大局、立足长远、相互尊重、友
好协商，中越关系就能不断得到巩
固和发展。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变
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中越都在进
行改革和革新事业，深化合作、携手
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
益，有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繁
荣。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越关
系，希望把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发展得更好。不久前，两党高
层会晤成功举行，双方有关部门进
行接触，为双边关系进一步恢复和
发展制定了措施。双方要共同努
力，把双边关系转圜势头巩固好，把
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发展好，关键是
加强战略沟通，把握双边关系正确
方向。双方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妥
善处理海上问题，妥善处理分歧，维
护海上稳定和两国关系大局。

张晋创表示，越南党、政府和人
民珍惜越中传统友谊，坚持两国睦
邻友好合作方针。越方愿意加强两
国高层接触和民间往来，增进互信，
深化合作，推动双边关系改善，使越
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沿着正确
轨道向前发展。越方愿意落实两国
共识，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海上
问题，管控好分歧，共同维护海上和
平稳定，不使其影响两国关系。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记
者 刘华）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日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文莱苏丹哈桑纳尔。

习近平指出，中文两国坚持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树立了大小国家和
谐相处、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我
同你一致同意将中文关系提升为战
略合作关系，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
增进战略互信。中方愿意同文方加
强油气上下游产业和新能源领域合
作，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对文投资，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渔业合作。中
方愿意同文方加强海上合作，推动南
海共同开发尽早取得实质进展，共同
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健康发展，促进
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哈桑纳尔表示，中国是文莱可
依赖的朋友。文方高度评价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赞赏
中方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的重
要贡献，支持中方制定的本次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议程，
愿意同中方一道，促进东盟同中国
团结合作，推进亚太一体化进程。
作为创始成员国，文方将积极参与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0 日电
（记者 刘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马来西亚总理
纳吉布。

习近平指出，今年，中马共同庆
祝两国建交40周年。我们应该继承
和发扬两国关系优良传统，推动中
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
展。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及时就
重大问题深入交换看法，增进战略
互信。我们要对接各自发展战略，
将钦州、关丹产业园区打造成中马
合作旗舰项目和中国－东盟合作示

范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
通、金融等领域合作，深化执法安
全、两军合作，拓展人文交流。明年
马来西亚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中方将全力支持马方。双方要推进
海上合作和共同开发，协力推进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建设，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纳吉布表示，习近平主席对马中
关系的评价令人鼓舞。马方希望加
强双边贸易投资。马方高度评价习
近平主席昨天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
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发表的演讲，欢
迎习近平主席倡导本地区各国携手
实现亚太美好梦想。马方期待着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早日启动，希望
成为中国在本地区真诚可靠的合作
伙伴。马方愿意继续通过双边协商，
维护两国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大局。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0 日电
（记者 刘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布亚新几内
亚总理奥尼尔。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南
太平洋地区的真诚朋友和重要合作
伙伴。我们愿同巴新方一道，拓展
经贸、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
林渔、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
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巴新是太平
洋岛国地区区域合作的重要推动
者、引领者。再过几天，我将在斐济
同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会晤，我
期待着同包括巴新在内的各建交岛
国共商友好合作大计。

奥尼尔表示，巴新方感谢中方
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企业对巴
新的投资促进了巴新经济发展和民
生改善。巴新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双
边合作，共同促进太平洋岛国同中
国关系发展。

习近平分晤五国领导人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0日电
新华社记者 支林飞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地时间 9 日
启程赴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
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夕，奥巴马
在接受新华社书面专访时表示，他
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
晤，因为这是一个深化中美两国在
诸多领域的伙伴关系的机会。他重
申，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欢迎一个
稳定、繁荣与和平的中国的崛起，为
全球安全和繁荣作出贡献。

在专访中，奥巴马就中美元首
会晤、中美建交 35 周年、中美经贸
和人文交流、反恐合作、亚太经合组
织（APEC）会议等一系列问题回答
了新华社的提问。

期待与习近平进行会谈
在回顾去年 6 月与习近平主席

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的非正式
会晤时，奥巴马表示，这次会晤增进
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对彼此
政府立场和意图的理解，探讨了可
以深化合作的领域。他期待即将与
习近平主席进行的再次会晤，这将
是深化两国在一些利益交汇领域伙
伴关系的一个机会。他说，双方将
继续讨论如何建立互信，互信对中

美推进诸多领域合作至关重要。
奥巴马对中美建交 35 年来两

国关系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高
度评价。他说，目前美中关系和双
边合作的程度在 35 年前是不可想
象的，这是美中两国人民辛勤努力
的结果，美中合作惠及两国和全世
界。

奥巴马列举了美中合作的好处：
美中庞大的贸易关系不仅为两国创
造就业，而且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美
中科研合作正在催生更多的科学发
现和科技发明；美中在朝鲜半岛、伊
朗等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使世界变得
更加和平与安全；美中结成伙伴应对
气候变化、埃博拉疫情等新挑战，能
挽救生命，并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
加美好而安全的地球。

谈到中美人文交流，奥巴马说，
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已成为扩展
美中关系的基础。中国学生人数在
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中独占鳌头，而
在其任期内到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
超过 10 万人。他特别提到，他的妻
子米歇尔和两个女儿今年初访华
时，对美中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有
了亲身感受。

奥巴马同时提到，美中之间在
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他期待
与习近平主席就此举行“直接和坦
诚的”交谈。

强调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
奥巴马重申，美国欢迎一个稳定、

繁荣与和平的中国的崛起，并在地区
和全球事务中发挥负责任的作用。他
强调，他“完全反对有关美国正试图以
某种方式遏制中国的说法”，坚信美中
两国能避免重蹈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
之间发生破坏性对抗的历史覆辙，并
呼吁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

奥巴马说，美中两国作为主要
贸易伙伴，对促使双方取得成功拥
有巨大共同利益。“我们希望中国和
中国人民取得成功，并为全球安全
和繁荣作出贡献，因为这对我们所
有人来说都是好事。”他说。

谈到美中经贸关系，奥巴马称
赞美中经贸合作给两国带来了实
惠，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继续深化
双边经贸投资关系，以给两国创造
更多的就业机会。他说，这需要双
方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

奥巴马说，他希望通过这次会晤
推动美中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进
展。他呼吁双方更加大胆地推进相
关谈判，以达成一项高标准的协定。

希望美中加强反恐合作
在回答有关反恐问题的提问

时，奥巴马强调，美国反对任何形式
的恐怖主义，并希望与中国就打击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问题加强反
恐合作。

奥巴马对前一段时间在中国昆
明、乌鲁木齐等地发生的恐怖行径
深感震惊，并向有关受害者及家属
表达“最深切的哀悼和美国人民的
同情”。他说：“作为丈夫和父亲，我
可以想象这些失去亲人的家庭的悲
痛。不能允许类似‘东伊运’这样的
恐怖组织在中国周边一些不受监管
的地区建立避风港。”

奥巴马说，反恐是美中可以加
强合作的领域。美中可以进行合
作，以阻断恐怖组织战斗人员跨境
流动和打击其资金网络。

感谢东道主的热情好客
谈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

京会议，奥巴马说，中国人民以好客
著称，他知道包括他在内的外国领
导人在出席 APEC 会议期间将受到
热情款待，他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
承办本次APEC会议表示感谢。

奥巴马还赞同中国利用今年举办
APEC会议的机会，将会议重点放在
继续促进各经济体的联系，以及减少
贸易、投资和创造就业方面的壁垒。

奥巴马表示，今年的工作包括
促进贸易、提升管理透明度、打击腐
败、提高能源效率和扩大妇女在经
济中发挥作用等方面。

期待深化中美伙伴关系
——专访美国总统奥巴马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新华社记者 孟娜 侯丽军 朱东阳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日在人民
大会堂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
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专家认为，这是中日在
最高层面确认三天前达成的四点原
则共识，是两国关系改善的重要一
步。希望日方信守承诺，只有如此
才能推动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中日关系改善的重要一步
专家表示，这次会见进一步明

确了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则。中
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表
示，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处理好两
国关系的根本原则。“这次会面使四
个政治文件的重要意义再次在国家
最高领导人层面予以确认。”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多年来，中日
关系取得巨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就是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时双方领
导人和政府达成的一系列重要谅解
和共识，以及《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
政治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原则精神。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指1972年
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1998 年的《中日联
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
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曲星
认为，这次会见是中日在最高层面
确认三天前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

专家一致认为，习近平主席应约
会见安倍，给两国关系明确发展框架，
形成一种规范，也包括向日方明确中
方的底线和要求，对对方有所约束。

过去两年来，由于日方在钓鱼
岛问题上单方面宣布“购岛”，中日
关系出现剧烈动荡。以安倍为首的
日本政府高层在历史问题上开倒
车，特别是参拜靖国神社更让中日
关系雪上加霜。

“这次的会晤有望将中日关系
拉出低谷，朝着稳定改善的方向发
展。”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杨伯江说。

应约会见符合各方期待
曲星表示，这次会见体现了中

方对日本国内民意的重视，日本主
流民意希望安倍这次在北京能够见
到习近平主席。

高洪表示，会见符合国际社会
对中日关系的普遍期待。中日四点
原则共识公布以后，美国、俄罗斯、
韩国都作出积极反应。东北亚周边
邻国都乐见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不
希望看到紧张局势升级。

习近平主席在 10 日的会见中
重申了四点原则共识，表达了中国
立场，指出“希望日方切实按照共识

精神妥善处理好有关问题”“日本只
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
谈话’等历届政府作出的承诺，才能
同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
系”“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
路，采取审慎的军事安全政策”等。

安倍积极回应，表示“日方愿意
落实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决
心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曲星
表示，这是安倍希望与中方相向而
行的积极表态。

杨伯江说，既然是共识，就代表
了日方的意向也在其中，相信安倍
能切实体会到，日方近两年在历史
问题上的错误行径对中日关系的打
击有多大。

“如果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安
倍再次逆潮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
韪，那么在道义上他会成为日本国
内以及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被千
夫所指。”杨伯江说。

日方应珍惜转圜势头
当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

本国内面临内政外交的诸多压力。
中日关系每次发生问题，都是因为
日方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
神，挑起事端造成的。

高洪说，日本经济界担心两国
政治关系倒退给经济发展造成的负
面影响，所以从内部给安倍压力。
日本国内的一些政治团体和政党也
有和安倍不同的主张和要求，希望
日本能与中方积极对话沟通。

杨伯江认为，安倍面临的国内
外全方位压力在持续增加。既包括
经济压力，也包括外交压力。日本
与其他周边国家如韩国、俄罗斯和
朝鲜关系也比较紧张，他需要在处
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上破题。

高洪表示，达成四点原则共识
和习近平主席应约会见安倍对两国
关系改善非常必要，是重要的外交
步骤。同时，中方也不能忘记一些
日本政治家出尔反尔的做法。

杨伯江说，中日关系正处在历
史过渡期。“但是摆脱这轮紧张局
面，走向相对平稳，在这两三年之内
还是有希望实现的。”

他认为，要对安倍的两面性有
充分的估计，边走边看，对日方错误
言行保持斗争和压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曲星
认为，中日关系还有一些结构性的
矛盾，不是一两次会见可以解决
的。“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不排除
有反复”。中日的对话过程是逐步
的，这次会面是“两国为改善关系相
向而行的重要一步”。

专家们表示，当下的局面来之
不易，日本政府应恪守承诺，谨言慎
行。只有守信重诺才能推动中日关
系稳定健康发展。

守信重诺才能推动
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专家解读中日两国元首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