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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压力加大的考验。
更让人忧心的是，

某些域外大国正重拾冷
战式旧思维，再搞封闭
式集团政治，把地区国
家按价值观分类，将区
域经济阵营化，甚至将
亚太安全北约化。包括
东盟在内不少地区国家
受到选边站队的压力，
地区战略环境面临被政
治需要重塑的风险。致
使亚洲经济中的风险因
素上升，地区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受到冲击，“
脱钩”“断链”杂音不
断。

中新社记者：中国
和东盟应如何应对当前
的挑战？

维罗妮卡：中国和
东盟双方应该做的是“

共求和平、共谋发展、
共促稳定”。“相互尊
重”和“互补共荣”应
该作为中国－东盟交流
合 作 中 坚 持 的 基 本 原
则。坚持“以邻为伴，
以邻为善”的价值观，
通过双方的相互欣赏、
相互包容、相互学习，
取得相互信任、达到共
同发展和繁荣的目标。

当今世界，国家间
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
不平衡继续加剧。这是
世界发生区域性动荡和
混 乱 的 原 因 之 一 。 因
此，完善国际规范和价
值观以实现互利共赢，
是 国 际 社 会 的 迫 切 需
求。本着以仁至善的基

本理念达到世界各国共
同发展，是解决当今世
界面临各种问题的有效
办法。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理念提倡国际社会应在
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原
则基础上，通过积极有
效的国际合作，构建和
平、安全、开放、合作
的 世 界 秩 序 ， 建 立 多
边、民主、透明的国际
治 理 体 系 。 作 为 国 际

关系主体，各国应树立
相互合作、共同繁荣的
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
的同时，也必须兼顾其
他国家的正当利益。这
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

中国和东盟各国都
拥有丰富的本土智慧，
可以成为双方携手面对
挑战的精神动力和思想
源泉，并转化为促进双

方合作的行为规范和准
则。

中新社记者：儒家
思想观点可以用来促进
中国－东盟合作吗？

维 罗 妮 卡 ： 孔 子
说 ， “ 德 不 孤 ， 必 有
邻”，意思是“只要我
们有美德，就一定会有
志 同 道 合 的 邻 居 与 伙
伴”。作为邻居，中国
和东盟坚守这一亚洲美
德价值观，引领东亚区
域合作，成为亚太合作
的典范。

孔 子 言 “ 三 十 而
立”。中国－东盟开启
对话进程刚刚走过“而
立之年”，又迎来了双
方 建 立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系的开局之年。2021
年 ， 在 中 国 － 东 盟 建
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
峰会上，对于中国与东
盟关系，中方提出“共
建和平家园、共建安宁
家园、共建繁荣家园、
共建美丽家园、共建友
好家园”，为中国－东
盟在更大范围、更高水
平、更深层次上的合作
指明了新方向。

“和”是家园的理
想境界，也是成就一切
事业的基础。孔子言“
和而不同”。中国和东
盟之所以能取得辉煌发
展成就，能创造世人瞩
目的成长奇迹，关键在
于地区各国“和为贵”
，相互尊重各自国家自
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
展道路和不同的文化价
值观。

历史已经证明，儒
家思想所倡导的相互尊
重、相互信任、和谐共
处的理念，是中国与东
盟合作的基础和准则。
如今，在推进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和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进程中，儒家思想
观点依然可以作为“法
宝”。(完)

儒家思想何以能推进中国与东盟合作(下)
～～专访印尼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

一艘大型货轮在广西钦州港10万吨
级集装箱码头吊装集装箱。中新社记

者冯抒敏 摄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大美亚细
亚——亚洲文明展(海南)》展览。中

新社发 蒙钟德 摄

（早报讯）印度尼西亚可能将受补贴的
燃料价格调高30%至40%，以应对不断上涨的
补贴预算带来的财政压力。

印尼国民使命党成员艾迪告诉路透社，
他是在本周较早时，国会与印尼国家石油公司
（Pertamina）举行的闭门会议上获知这个消
息；艾迪也是国会能源委员会副主席。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由于全球油
价上涨，加上印尼盾贬值，印尼2022年的能
源补贴配额已比最初预算高出两倍，达到502
万亿印尼盾（470亿新元），约占总支出的
16%。

印尼表明，如果不调高燃料价格，今年
将须拨出更多资金用于补贴。

艾迪说：“我们认为这（调高价格和限
制销售）对人们的不利影响最小。”

他透露，预计燃料价格上涨将使2022年
的通货膨胀率增加约1.9个百分点。

印尼7月份的通胀率达到4.94%，为七年
来的最高水平，但由于政府提供燃料补贴，这
个数据仍远低于较先进国家的通胀率。

不堪财政压力 
印尼燃料价格或调高三至四成

印尼政府表明，如果不调高燃料价
格，今年将须拨出更多资金用于补

贴。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