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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此次哈桑总统访
华将为两大倡议在非
落地提供基础。作为
中国外交政策真实亲
诚理念的首倡之地，
坦桑尼亚或将再次成
为 与 中 国 合 作 发 展
的“非洲试验田”。

多个“首次”释
放中德合作信号

德国总理朔尔茨
此访将创下多个“首
次”和“第一”：这
是他任内首次对华正
式访问，他是中共二
十大闭幕后首位访华
的西方大国领导人，

也是三年来首位访华
的欧盟国家领导人。
此访因此备受外界关
注。

行前朔尔茨多次
释放积极信号，表达
出强烈的访华意愿。
比 如 ， 他 强 调 与 中
国“脱钩”是完全错
误的道路。而据德国
媒体透露，朔尔茨此
行 将 带 着 “ 阵 容 豪
华”的商界代表团同
行。

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崔洪建认为，中德经

贸合作面临两个关键
任务，巩固提升传统
领域合作以及开拓新
领域合作。“商界代
表团来访将有助于中
德在经贸领域进一步
稳固基础，同时找到
更多合作空间。”

外界注意到，今
年正值中德建交50周
年，三年多来国际形
势发生深刻变化，此
次访问表明双方看重
彼此间合作，希望中
德关系保持稳定性，
这既是过去50年交往
的经验，也是双方关

系未来发展的需要。
鉴于德国在欧盟

的经济体量与政治影
响 力 ， 中 德 关 系 的
正向发展对中欧关系
稳定也会产生积极推
动作用。“中德合作
搞好，中欧合作的很
大一部分也就好了，
尽管欧洲情况日益复
杂，但中德关系的巩
固仍将对中欧关系起
到稳定作用。”崔洪
建说。

观察家认为，中
共二十大将弘扬全人
类共同价值，推动建

设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开放
包容、清洁美丽的世
界等内容写入党章，
这有利于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引领
人类进步潮流。此次
多地区、不同社会制
度国家领导人密集访
华，反映出中国强大
的吸引力。

深秋时节，一波
主场外交热潮拉开中
国新一轮外交大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
持续传递出“中国好
声音”。(完)

中共二十大后多位外方领导人密集来访 
中国迎秋季外交热潮(下)

中新社北京10月
31日电 (谢雁冰 张
素)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赵立坚10月31日
在 例 行 记 者 会 上 宣
布，应新加坡副总理
王瑞杰邀请，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将于11月
1日至2日访问新加
坡，并同王瑞杰副总
理共同主持召开中新
双边合作联委会第18
次会议、中新苏州工
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

会第23次会议、中新
天津生态城联合协调
理事会第14次会议和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
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
协调理事会第6次会
议。

外界注意到，中
新双边合作机制会议
是时隔三年恢复线下
举办。有记者在会上
问这对两国关系有什
么重要意义。

“中新两国互为
高质量合作伙伴，两
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
势头。今年2月，习
近平主席会见来华出
席北京冬奥会的新加

坡 总 统 哈 莉 玛 ， 就
两国关系下步发展达
成重要共识。”赵立
坚回答说，新加坡积
极参与构建中国新发
展格局，双方在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进陆海新通道建
设、拓展数字经济和
绿色发展等新领域合
作方面不断取得新进
展，展现出前瞻性、
战略性和示范性。

赵立坚进一步介
绍说，中新双边合作
机制多年来为统筹推
进两国各领域合作发
挥了重要作用，双方
都高度重视。此系机

制会议时隔三年再次
线下举行，将为双方
提供面对面交流的重
要契机，有助于中新
两国在新时期进一步
深化发展战略对接，
提升高质量合作，助
力两国和地区繁荣发
展。

“除同王瑞杰副
总理共同主持机制会
议外，韩正副总理还
将会见新加坡总统哈
莉玛、总理李显龙、
副总理黄循财和国务
资政张志贤，同新老
朋友畅叙友情，共商
中新合作大计。”赵
立坚说。(完)

韩正将访问新加坡
并主持召开中新双边合作机制会议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