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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合组织因水结缘。刚才

登船时，望着广袤无边的大海，我想

到了‘同舟共济’这个词。让我们握

稳舵盘、把准航向、齐力划桨、乘风破

浪，共同驾驶着世界经济的大船驶向

更加美好的彼岸！”

在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

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着眼人

类前途命运，前瞻世界发展大势，深刻

阐明为世界经济发展把握正确方向的

五点主张，高度概括40年改革开放开

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郑

重宣示中国将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作

出更大贡献，赢得与会嘉宾强烈共鸣，

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

展大变革大调整。正如习近平主席

深刻指出的：“经济全球化大潮滚滚

向前，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为世界

经济增长蒙上了阴影。新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但增长新旧动

能转换尚未完成。国际格局深刻演

变，但发展失衡未有根本改观。全球

治理体系加快变革，但治理滞后仍是

突出挑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要合作还是要对抗，要开放还是要封

闭，要互利共赢还是要零和博弈，人

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

今。”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充分表明，

不同选择曾经给世界带来迥异的历

史轨迹。亚太地区有着亚太经合组

织这样的成功故事，其诞生和发展顺

应了开放融合的历史潮流，使今天的

亚太成为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

潜力的经济板块。然而，不是所有故

事都这么美好，人类也有过惨痛教

训，二战就让人类陷入滔天浩劫。在

巴新莫尔兹比港的太平洋探索者号

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同舟共济

创造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意味深

长地指出“我们同在一条船上”，提醒

人们不能忘却历史上的风风雨雨，呼

吁共同驾驶世界经济大船驶向更加

美好的彼岸，为人们揭示了一个简单

而深刻的道理：只有牢固树立人类命

运共同体意识，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才能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面对历史大潮，如何才能为世界

经济发展把握正确方向？如何才能

为国际社会找到有效治理思路？

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了五点主张：

坚持开放导向，拓展发展空间；坚持

发展导向，增进人民福祉；坚持包容

导向，促进交融互鉴；坚持创新导向，

开辟增长源泉；坚持规则导向，完善

全球治理。这五点主张，顺应经济全

球化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是把握世

界经济发展正确方向的重要原则，是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理

念。按照习近平主席指明的方向，坚

定开放合作信心，共同应对风险挑

战，我们就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

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

向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

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中国

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

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

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

始终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

者。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40

年来，中国人民勇于探索、真抓实干；

敞开胸怀、拥抱世界；聚焦发展、造福

人民；立己达人、共谋发展。40年改

革开放，中国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

福了世界，中国人民更加坚定地认识

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中

国将以更负责的精神、更开放包容的

胸襟、更高质量的增长，在实现自身

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作

出更大贡献”，习近平主席的宣示，是

庄严的承诺，更是坚定的自信。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在

当今世界经济风起云涌、风险挑战凸

显的形势下，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共

谋发展，世界经济的大船就一定能驶

向更加美好的彼岸，我们的世界就一

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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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斯里巴加湾市11月17日电

（记者杨舟、薛飞、王晨曦）在对文莱达鲁
萨兰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文莱《婆罗洲公报》《诗华日
报》《联合日报》《星洲日报》发表题为《携
手谱写中国同文莱关系新华章》的署名
文章，在文莱引起热烈反响。

文莱各界人士普遍认为，文莱与中
国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不断深化，合作
稳步推进。期待两国加深了解，守望相
助，进一步拓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共创
未来。

文莱前驻华大使张慈祥说，稳健而

有成效的文中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
民的长远利益，“我们文莱人热烈欢迎
习主席”。她说：“我特别期待文中两国
日益深化人文交流，真诚希望两国之间
能有越来越多的直航航线，能为文莱带
来更多中国游客，也为美丽的中国带去
更多的文莱游客。”

文莱摩拉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法
齐拉说，署名文章让他倍感鼓舞。他能
感受到中国给文莱带来的积极影响。
他说，中国企业与文莱当地企业合作组
建文莱摩拉港有限公司接管文莱摩拉
港运营后，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港

口管理模式、软硬件设施、操作效率等
得到极大提升。他对该项目的未来充
满信心。

在文莱从事食品行业的文莱中华总
商会会长林伯明在当地华文报纸上阅读
了署名文章后说，文中两国合作的桥梁、
港口以及恒逸文莱石化等项目如果没有
中方的支持很难完成。他希望两国深耕
务实合作，扩大文莱优质产品对华出口，
同时深化在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鼓
励更多中国游客赴文莱观光。

文莱新兴媒体“Biz文莱”记者阿齐
兹说，习近平主席访问文莱有利于中国

民众增加对“和平之邦”文莱的了解。“两
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相互了解十
分重要。”

文莱文化、青年和体育部长阿明丁
说：“文中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
史，两国要珍惜这段历史，让民众特别是
年轻一代熟知这段历史，并以此为基础
走向未来，不断推动两国在各领域的友
好交流合作。”

文莱文化、青年和体育部博物馆司
司长杰弗里说，历史上文莱和中国商贸
往来，友好交往，“我们必须继往开来，加
强两国在各领域的友好合作”。

守望相助 共创未来
—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引发文莱各界热烈反响

“两年前我第一次看马云的演讲就
被震撼到了。中国电商发展改变了很多
中小企业的命运，希望我们在巴新也能
通过发展电商帮助更多偏远地区的人。”
获得 2018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数字
繁荣大奖的 20岁巴布亚新几内亚“创客
少女”赛斯塔尔·基维在巴新国际会议中
心对新华社记者说。

APEC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正在巴新首都莫尔兹比港举行。基维
团队受到主办方邀请得以在APEC会议
期间展示一款电商小程序产品。这款电
商小程序目前主营一种名叫“比卢姆”的
单肩挎包，这是源自巴新热带雨林深处
原始部落的手工艺品，设计巧妙、纹饰精

美，是巴新标志性文化产品之一。
“你在北京一点鼠标，一个来自巴新

当地村庄、纯手工编织的‘比卢姆’就能
漂洋过海送到你手中，这就是我们要努
力的方向。”基维说。

在“把握包容性机遇，拥抱数字化未
来”的主题下，数字经济、包容发展成为
本次 APEC 会议的热门话题。研究显
示，APEC 区域仍有 35％的经济体数字
环境和技术水平较差，面临数字基础设
施欠缺、互联网覆盖率低、网络资费昂
贵、人才供应不足等困难。不少与会代
表认为，中国技术、中国方案将有助于亚
太经济体应对这些困难。

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区域经济一

体化工作组联合主席、新加坡工商联合
总会执行总裁何鸣杰对新华社记者说：
“在 5G技术、移动支付、商业模式创新等
很多领域，中国都走在了前列。中国的
发展诠释了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和数字基
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在柬埔寨，中资企业帮助建设了首条
直接登陆的海底光缆，铺设了上万公里光
纤，建设了覆盖全国的 4G网络；在印尼，
阿里云服务当地电子商务、媒体、金融科
技、游戏、运输和制造等诸多行业的数字
化转型需求；在泰国，京东与尚泰集团成
立合资公司，在当地提供电商和金融科技
服务；在巴新，华为帮助建设的骨干光纤
传输网络联通 14个沿海省份，投入使用

后让更多偏远地区的人能够联通世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敦煌

网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树彤对新华社
记者表示，数字经济的发展给广大中小
企业提供了机遇，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参
与电商乃至国际贸易的门槛。中国电子
商务发展模式和经验非常丰富，不同发
展阶段的经济体都能从中借鉴经验。

王树彤说，她在工商咨询理事会发
起的跨境电商能力建设项目已经进入了
第五年，项目遍布马来西亚、文莱、智利、
巴布亚新几内亚等 30多个经济体，为近
万名当地中小企业家提供了培训，通过
传播电子商务的中国经验帮助他们走向
全球市场。

留着干练短发的基维告诉记者，“巴
新有独特的传统艺术品，口感极佳的咖
啡、可可，鲜美的金枪鱼，我希望和中国
的电商企业合作，把最好的巴新制造带
给全球消费者。”
（新华社莫尔兹比港11月17日电

记者毛鹏飞、颜昊、白旭）

中国力量推动亚太数字经济包容发展

新华社莫尔兹比港 11月 1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7日应邀出席在巴布
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举行的亚太经合
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同舟
共济创造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引发各
界热烈反响。许多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表示，习主席的演讲振奋人心，
在当今世界经济风险挑战凸显的形势
下，世界各经济体应齐心协力，共同面对
挑战，谋划发展合作。

习主席的主旨演讲强调，要为世界
经济发展把握正确方向，为国际社会找
到有效治理思路，同舟共济，共同驾驶世
界经济的大船驶向更加美好的彼岸。

太平洋岛国论坛贸易与投资专员署
驻华贸易专员戴维·莫里斯对习主席在
演讲中提出的“坚持开放导向”深有感
触。他说，开放与合作是实现包容和可
持续发展的唯一道路，建立伙伴关系永

远都胜过对抗。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

员、泰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苏攀对习主席
提及的“坚持发展导向”表示支持。他
说，习主席的演讲非常振奋人心，不仅阐
述了中国方案的成功，也让世界对中国
继续坚持多边贸易体系和开放贸易环境
的立场充满信心。

澳大利亚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中心主
任安德鲁·麦金泰尔表示，他赞赏习主席
说到的“坚持包容导向”。他认为，亚
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是包容性
的，必须尊重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模
式的多样性，不能将某种发展模式强
加于人。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
员、敦煌网首席执行官王树彤表示，十分
赞同习主席演讲中强调的“坚持创新导
向”。王树彤认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

济体发展速度和阶段千差万别，数字科
技能够帮助各经济体弥合发展差距。中
国跨境电商正助力全球中小零售商搭上
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快车。

提及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要“坚持
规则导向”，麦金泰尔表示十分支持。他
认为，任何国家和地区不能凌驾于国际
组织和规则之上，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组织中更多的话语权来参与全球
治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尼克·芮
登表示，习主席的演讲让他印象最深刻
的部分是关于多边主义的论述。他认
为，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多边国际组
织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一些国际议题
方面还有一些分歧，但各国需要在多边
主义框架下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

习主席还在演讲中强调，中国在实
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将为世界各国共同

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共建“一带一路”是
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
大道。

戴维·莫里斯认为，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积极贡献，促
进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
设。

巴布亚新几内亚驻香港名誉领事詹
剑仑表示，巴新期待在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下走上高速增长的康庄大道。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
员、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表示，习主席
在演讲中特别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成功经验，这在现场产生了广泛
共鸣，中国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令外资
继续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全球各经济
体是“同在一条船上”的命运共同体，大
家需要秉持同舟共济的理念来共同面对
发展道路上的挑战。

同舟共济 推动世界经济行稳致远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引发各界热烈反响

当地时间11月17日，搭载着中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队员的“雪龙”号极地考

察船停靠澳大利亚霍巴特港，进行物资补给，这是“雪龙”号进入南极前的最后一

次补给。 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

1991年，中国同文莱正式建立外交
关系，两国绵延千年的“前缘”得以重
续。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5年来，政治
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稳步推进，在国
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支持和配合。中文
关系步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大小国家
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典范。

我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
文莱方面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双方签
署谅解备忘录，推动这一倡议同文莱
“2035宏愿”对接，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
了新动力。

今年来，两国经贸合作快速拓展。中
国已成为文莱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恒逸文莱石化、“广西－文莱经济走廊”两
大旗舰合作项目顺利推进。来文莱投资
兴业的中国企业日益增多，为文莱经济多

元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企业积
极参与文莱基础设施建设，承建了大摩拉
岛大桥、特里塞－鲁木高速公路、乌鲁都
东水坝等工程，提升了文莱互联互通水
平，也成为文莱当地靓丽的“中国名片”。

两国人文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是文
莱第一大游客来源国，斯里巴加湾市街
头不时可以看到中国游客的身影。两国
开通斯里巴加湾市至香港、上海、杭州、
南宁、昆明的直航航线，为人员往来架起
了空中走廊。南京市和斯里巴加湾市作
为友城频繁走动，中文两国人民情谊焕
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也是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周年。中方
将坚持对外开放，推动“一带一路”走深
走实，更好造福沿线国家人民。当前，中
国和文莱分别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实现“2035宏愿”的关键时期，
双方应该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深化合
作，推动中文关系更好向前发展。
——我们要提升政治互信。双方要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中文关系发展作
出规划，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
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中方尊重并坚定
支持文莱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我们要深耕务实合作。双方要

加强战略对接，中方愿继续为文莱实现
经济多元化提供助力，建设好重点合作
项目，探讨能源、基建、农渔业、电子商务
以及海上等领域合作。中方将鼓励中国
企业赴文莱投资，欢迎文莱扩大优质产
品对华出口。
——我们要深化人文交流。双方要

拓展文化、卫生、教育、体育、旅游、人力
资源培训等领域交流合作。我们支持两

国航空企业开通更多直航，鼓励更多中
国游客赴文莱观光，欢迎更多文莱朋友
到中国留学、旅游、工作。
——我们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

中的协作和配合。中方愿同文方一道，推
动中国－东盟各领域合作深入发展，加快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推
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成果尽早
落地，支持文方在东盟东部增长区中发挥
更大作用。中方愿同文方携手维护多边
主义、国际贸易体系、发展中国家正当权
益，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贡献。

文莱有句谚语：“没有相互了解，就不
能建立深厚情谊。”中国人讲：“人之相识，
贵在相知。”我们愿同文莱做真诚相待的
好朋友、共同发展的好伙伴。相信在两国
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下，中文友好合作关
系必将谱写出更加美好的篇章！

（上接第一版）

第五，坚持规则导向，完善全球治
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革过程应该
体现平等、开放、透明、包容精神，提高发
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习近平指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来，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
双手，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历史飞跃，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光辉历程。40年来，中国人民勇于探
索、真抓实干，把中国建成了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
来的！中国人民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坚
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
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的旅游市场、

13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人
民聚焦发展、造福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显著提高。中国人民立己达
人、共谋发展，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
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支持广
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实施负责任的宏观
经济政策，保持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较高
贡献率，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
危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回首
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人民更加坚定
地认识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
国。面向未来，中国将以更负责的精神、
更开放包容的胸襟、更高质量的增长，在
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各国共同

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国将继续大幅放宽

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
进口。中国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
等对待，欢迎和鼓励各类企业公平竞争，
也将充分保障它们的合法权益。一周
前，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成
功举行。中国用行动证明了支持贸易自
由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决心。相
信中国近 14亿人口的大市场必将成为
世界经济的增长之源、活力之源。

习近平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是开放
的合作平台，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基
本原则，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
展的阳光大道。中国将于明年 4月在北
京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欢迎亚太工商界朋友积极参与。
习近平强调，工商界是引领亚太和

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希望企业家
们继续推动各国采取积极务实政策，广
泛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为亚太地区乃至
世界共同发展繁荣闯出新的天地。让我
们握稳舵盘、把准航向、齐力划桨、乘风
破浪，共同驾驶着世界经济的大船驶向
更加美好的彼岸！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出席。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上述活动。
同日，习近平还出席了亚太经合组

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
会，同代表们就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
建“一带一路”等交换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