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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3 月31 日电（记者 董雪）外交部发言
人毛宁 31 日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
向、大势所趋，希望危地马拉认清大势，早日作出正确
选择。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洪都拉斯同中国建交
后，中美洲国家仅剩危地马拉未同中国建交，近日蔡英文
还将赴危窜访，请问你对此有何评论？此外，据了解，近
期危地马拉将派一名高级别外交官来华，你能否证实该
消息？
　　毛宁表示，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后，世界上有182 个
国家同中国建交，充分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
心所向、大势所趋，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搞“台独”分
裂活动违背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利益，逆历史潮流，注定是
绝路一条。
　　“我们希望危地马拉认清大势，早日作出正确选
择。”毛宁说。

外交部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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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2023 年年会圆满收官

共享合作机遇 共迎美好前景

  新华社北京3 月31 日电（记者 董雪）外交部发言
人毛宁31 日宣布：应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邀请，日本外
相林芳正将于4月1日至2日访问中国。
　　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保持
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地区共同利益。
　　“中方重视林芳正外相此访，届时中国领导人将会见林
芳正外相，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将同他举行会谈，就中日关
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毛宁说。
　　她表示，中方愿与日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为战略引领，以今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 周年为契
机，加强对话沟通，深化务实合作，管控矛盾分歧，推动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

日本外相林芳正将访华

  新华社安卡拉3 月31 日电（记者 王腾飞）土耳其
大国民议会30 日以276 票赞成、 0 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批
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至此，北约30 个成员国议会均
已批准芬兰加入北约。
　　随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签字正式同意芬兰加入
北约。
　　本月早些时候，埃尔多安在安卡拉与到访的芬兰总统
尼尼斯托举行会晤后表示，芬兰满足了土耳其就自身安全
关切提出的要求，土耳其决定开始推进批准芬兰入约的相
关程序。埃尔多安同时表示，他要求瑞典向土耳其引渡
120 名“恐怖分子”，但瑞典一直没能做到，这是土耳其
无法推进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原因。
　　瑞典和芬兰2022 年 5 月申请加入北约。同年7月，北
约 30 个成员国的代表签署芬兰和瑞典加入条约的议定
书。按照规程，北约必须在30 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前
提下才能吸纳新成员。

土耳其议会

批准芬兰加入北约

  海阔风清，椰林葱郁。3 月 31 日，博鳌亚
洲论坛2023年年会圆满收官。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难预
料成为常态，人们迫切希望能有更多更强大的
确定性力量，来推动世界朝着美好的未来前进。
　　4天会期，深入的交流和丰富的活动，5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00名代表线下参会……热
烈坦诚的思想激荡中，团结合作发展的共识在
凝聚，携手共克时艰的力量在积蓄。中国博鳌，
再一次向世界传递强劲的信心和希望。

凝聚发展共识

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3 月28 日下午2点，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一
层东屿宴会厅，年会第一场分论坛开始前半
小时，入口处便排起了长队。开场前15 分钟，
会场内已座无虚席。
　　时隔3年，与会嘉宾再次以线下方式相聚
博鳌，聚焦发展与普惠、治理与安全、区域与
全球、当下与未来四大板块议题深入交流，探
讨亚洲和全球发展大计。
　　“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
包容促发展”的年会主题，反映了国际社会求
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心声。
　　博鳌声音，世界瞩目。2013 年以来，习近
平主席五次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主旨
演讲，阐释中国发展之道，回答时代之问，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亚洲和世界
更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在
此背景下，这次年会意义特殊、备受关注。
　　“本次年会取得了重要积极成果，深入
分析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所在，增进
了国际社会团结合作的共识，提出了促进世
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主张。”博
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在年会闭幕新闻发
布会上说。
　　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在团结合作中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
界”“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迈
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
体”……自2013 年以来，在博鳌的演讲中，习
近平主席多次深刻阐释这一理念。
　　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再到全球文明倡议，习近
平主席提出系列倡议，不断丰富和拓展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和实践路径，为
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贡献力量。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今年年会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声音，在国际社会激
起广泛回响、引发强烈共鸣。

　　“地缘政治对立、意识形态冲突、地缘
经济碎片化只会浪费宝贵的时间精力，团结
应对长期而共同的挑战才是克服不确定性的
正确选择。”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
潘基文呼吁，放弃对立与对抗，通过团结与
合作应对全球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与会各方一致认为，本届年会为应对当
今世界的不确定性提供了重要指引，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各国合作应对共同挑战
指明了正确方向。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在开放包容中完善
全球治理———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化遭遇“逆流”。与
会嘉宾普遍认为，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探寻确
定性，需要在开放包容中同舟共济，推动全球
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全球性问题不
能通过单边方式解决，应对全球性挑战应当
依靠强大、透明和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为
解决当前的问题和推动未来发展，各国要积
极把握机会，加强对话合作。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
长期贸易碎片化会造成全球GDP 高达7% 的
损失。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建议，通过合
作来降低碎片化的代价，建立快速有效的全
球机制来帮助脆弱国家建设债务处理方案，
消除全球不确定性的突出来源。
　　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旗帜，携手构
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博鳌亚洲论坛发出的团结
合作之声，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

提振发展信心

以务实行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3月29 日下午，“通胀、滞胀与加息：钢丝
上的舞蹈”分论坛座无虚席，形象的标题反衬
出当今全球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控制通胀
与促进经济复苏，该如何寻找新的平衡？
　　与会代表分享了他们对当前全球经济金融
变局的最新理解，大家一致呼吁，在抗击通胀的
同时，需要重视金融稳定性问题，货币政策需要
与宏观调控相互协调，做好多部门协调施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宁吉喆
说：“要按照全球化的规律，把需求政策、
供给政策、贸易政策结合起来，才能做到在
‘钢丝上跳舞’。”
　　越是面临挑战，越是要加强开放合作，
形成推动经济稳健复苏的强大合力。
　　面对世纪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因
素冲击，维护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安
全，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关切。
　　今年年会首场分论坛议题聚焦产业链供
应链，凸显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奥纬咨询董事合伙人贝哲民说，区域化
是当下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重要趋势。“区
域化合作成为一切的基石，全球贸易体系越
来越看好区域级别的制造中枢。”
　　对此，亚太地区被寄予厚望。新开发银行
副行长、首席风险官阿尼尔·基肖拉说，亚太
地区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将在拉动全球经济
增长、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发挥更加
重要的作用。
　　越是面临挑战，越要深化区域一体化，推
动亚洲共赢合作迈出新步伐。
　　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 . 0 版建设正式
启动，意味着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
提升。
　　在“亚洲区域合作：新机遇，新挑战”分论
坛上，东盟秘书长高金洪说：“我们需要推崇
包容原则，这也是整个亚太地区发展的一个
主题。要不断促进彼此的团结与合作，有更多
的包容和良性的竞争，希望能够形成互利共
赢的局面。”
　　年会期间，海南发布深化与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合作的十六条措
施，旨在进一步发挥海南自贸港政策与RCEP
协定的叠加效应，继续释放RCEP协定红利。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
长顾学明表示，进入2023 年，亚洲区域合作面
临诸多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快
速复苏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亚
洲区域经济的增长提供更加强劲的新动能。
　　亚洲好世界才能更好。“亚洲将成为全球
消费增长重心，带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调
整。各国要顺应趋势，加强合作发掘发展机
遇。”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长阿
赫桑·伊克巴尔说。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复
苏向好和持续稳定发展成为论坛上各方瞩目
的焦点。
　　新冠疫情三年来，中国经济以平均4 . 5%
的增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今年
以来，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中国经济企
稳回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
　　“面对逆境，中国仍然以如此有活力的变
化和不断地创造来实现发展。我们相信，中国
仍是全球经济主要增长动力、最大贡献
国。”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
的一席话，道出众多与会者的共同心声。

共享发展机遇

不断续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共享新机遇 创建新可能”——— 论坛会
址百余米外，三亚创新发展主题展吸引众多
嘉宾参观，向世界展现海南自贸港拥抱未来
的无限可能。

　　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中，探寻新机遇、
开拓新空间，正是年会上从政府官员到海内
外企业最关注的话题。
　　当前，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机遇，成为推动经济
复苏的重要力量。
　　本次年会上，“推进数字经济”“下一
代互联网”“人工智能赋能美好生活”等分
论坛几乎场场爆满，有不少人甚至挤在会场
后排站着倾听。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
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
的关键力量。”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刘建刚表
示，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化转型
已然成为推动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
端的新动能。
　　立足亚洲，面向世界。气候变化这个人
类的共同关切成为最“热”的话题之一。据
统计，年会上涉及绿色发展相关议题的分论
坛至少有7场。
　　科特迪瓦总理阿希说，在气候问题上，中
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如大力建设生态文
明、发展可再生能源等，都让我们深受启发。
　　与会嘉宾共识明确——— 清洁能源等绿色
产业发展将带来经济增长新空间，为全球经
济复苏注入新动能。
　　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
毅夫看来，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合作的最大
领域之一，各国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更多责任，尤其需要
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
　　机遇无限，开放为钥。
　　面对不确定的世界，唯有在开放中共享
机遇，在合作中应对挑战，方能筑牢全球发展
的信心之源，不断续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
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
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向中国发展高层论
坛2023年年会致贺信，向世界宣示中国坚定不
移扩大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作为博鳌亚洲论坛东道国，开放的中国
再次向全世界发出邀约———
　　2023 年金秋时节，第19 届亚运会将在杭
州举行，又一件“亚洲大事”凝聚亚洲力量。
　　在世界经济寒潮下，中国始终向世界敞
开怀抱，共享机遇，共创未来。
　　“风从海上来”——— 从博鳌小镇出发，浩
瀚南海，一座座灯塔指引来往船只航向。走过
20多载的博鳌亚洲论坛回响着更清晰的时代
强音：团结合作、开放包容，人类社会将迈向
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海南博鳌 3 月 31 日电 记者
 魏玉坤 黄玥 高敬 吴茂辉 彭韵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