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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突出体现，能够
显著带动印尼国内区
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第二重特殊性，
在于中国印尼合作的
示范效应。雅万高铁
不仅是印尼国家历史
上的第一条高铁，也
是东南亚地区的第一
条高铁，同时也是中
国高铁首次全系统、
全要素、全产业链在
海外落地。这充分表
明了中国在东南亚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标
志性落地。

一系列成果显示
出中印尼合作不仅具
有双边意义，还有地
区示范效应，能够为
整个地区发展带来更
加 深 入 的 启 示 性 作
用，也能为推动构建
中国与周边地区命运
共同体带来更强劲动
力。

中新社记者：此
次访问泰国，是习近
平作为中国国家元首
首次访泰，这一“首
次”意味着什么？今
年也是中泰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建立10
周年，此访将如何引
领共建中泰命运共同
体，赋予“中泰一家
亲”新内涵？

张腾军：今年以
来，中泰两国高层互
动密切。7月，双方
外长会晤就“共同建
设中泰命运共同体”
的 愿 景 目 标 达 成 一
致 ， 为 “ 中 泰 一 家
亲”赋予新的时代内

涵。中泰高层往来为
习近平主席访问泰国
营造了良好氛围。

习近平主席这次
访泰，有助于进一步
厚植中泰传统友好关
系，为两国和地区发
展注入强大信心和强
劲动能，推动中泰合
作进一步走在区域合
作前列。近些年来，
中 泰 两 国 高 质 量 共
建“一带一路”成果
丰硕，中泰铁路等重
大 合 作 项 目 扎 实 推
进。此次访问将有助
于推动纵贯南北、连
通欧亚的中⽼泰铁路
早日全面贯通，以通
道促物流、物流促经
贸、经贸促产业，从
而推动沿线开展全方
位合作，为三国民众
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
利益。更有助于为构
建地区命运共同体注
入新动能，为世界注
入更多正能量和稳定
性，共同发出亚洲国
家致力于和平发展的
强音。

聚焦热点议题阐
明中方主张

中新社记者：我
们注意到，维护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成
为习近平外访期间的
高频词，中方提出具
体倡议措施。您如何
看待中方主张对于稳
定 全 球 产 供 链 的 意
义？如何看待国际上
一些“脱钩”言行的
危害性？

张腾军：习近平
主席专门提及全球产
业链和供应链，有几
重含义：

一是全球产供链
体系遭受严重威胁。
这种威胁根本原因在
于一些国家、一些势
力大搞“脱钩断链”
，试图通过破坏现有
产供链稳定来谋取自
身利益。二是从现有
的 全 球 治 理 机 制 来
说，各国缺乏有效合
作。在多边场合，更
有必要共同探讨如何
尽 快 稳 定 全 球 产 供
链。三是作为全球产
供链体系中不可或缺
的 一 环 和 负 责 任 大
国，中国也需要发出
声音。习近平主席提
到，要“打造便利、
高效、安全的亚太产
业链供应链”。这些
倡议本身就凸显了中
国的独特作用。

国际上一些“脱
钩”言行，破坏的是
各国合作基础，导致
出现两个世界、两个
体系、“两个平行市
场”，使得一些国家
被迫要在中国与其他
市场之间做选择，这
会危害本国利益，也
必然会伤害到整个全
球产供链体系的长远
和健康发展。

对此，习近平主
席强调，这个世界是
一体的，各国应该相
互合作，而不应该寻
求“脱钩”。这很有
现实针对性，各方要

坚决反对将粮食、能
源问题政治化、工具
化、武器化，撤销单
边制裁措施，取消对
相关科技合作限制。

中新社记者：乌
克兰危机成为两大国
际 会 议 绕 不 开 的 议
题。此访期间，习近
平阐述对乌克兰危机
的看法，亮明了中国
主张。您认为中方立
场对于弥合分歧凝聚
共识，推动局势缓和
降温有何意义？

张腾军：首先进
一步明确在乌克兰危
机上的立场。中方始
终主张停火、止战、
和谈。习近平主席还
提到，“支持并期待
俄乌双方恢复和谈，
同 时 希 望 美 国 、 北
约、欧盟同俄罗斯开
展全面对话”。

其次进一步阐明
了 乌 克 兰 危 机 的 历
史 和 现 实 启 示 。 习
近平主席指出，面对
乌克兰危机这样的全
球性、复合性危机，
有这么几条值得认真

思考：一是冲突战争
没有赢家；二是复杂
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
法；三是大国对抗必
须避免。

这三条非常有历
史和战略高度，启示
我们要以更加综合性
的视角看待乌克兰危
机。比如一些国家在
乌克兰危机上“反俄
挺乌”，将所有责任
都归咎于俄罗斯，但
实际上乌克兰危机本
身有非常复杂的历史
和文化背景以及现实
利益纠葛。

最后进一步提出
中方关于如何解决乌
克兰危机的看法。中
方一直主张国际社会
应为推动乌克兰局势
缓和降温创造条件，
其中关键在于遵循《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和原则，坚持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安全观，共同反对
冷 战 思 维 和 阵 营 对
抗。这种安全观才有
可能为乌克兰危机提
供彻底解决方案。

资料图：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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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世界的六天(下)
习近平东南亚之行有这些亮点和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