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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海军参加亚丁湾护航11周

年即将到来之际，第34批护航编队23

日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

33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从中国

军港起航，经西沙、南沙，过马六甲海

峡，跨越印度洋，至亚丁湾索马里海

域，一条不断延伸的航迹线，见证着中

国海军的责任担当。11年来，30余批

护航编队100余艘次舰艇劈波斩浪、接

力前行，护送中外船舶6700余艘次，持

续保持着被护船舶和编队自身“两个

百分之百安全”的纪录，赢得了外国海

军同行的尊重，展示了中国海军的大

国风范。

“我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如需帮

助，请在16频道呼叫我。”这条以汉英

两种语言播发的通告，回响在亚丁湾索

马里海域上空，成为确保这片海域中外

商船安全航行的“平安之音”。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亚

丁湾索马里海域，中国海军安全、高效

的护航行动，成为中外商船的“守护

神”，在一次次紧要关头挺身而出，赢得

了中外商船的信任。越来越多的外国

船舶开始主动寻求中国海军的护航，在

其抵达安全海域后，通过鸣笛、灯光和

感谢信等方式向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表

达谢意，还组织船员列队向中国海军护

航舰艇致敬。

走出国门的护航官兵，是传播和

平友谊、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使者。

中国海军积极同各国海军加强交流

合作，我护航编队已建立起与多国海

上护航力量信息共享的机制，在互

信、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组织指挥、通

信联络、医疗服务等多方面的交流。

从反海盗信息共享、指挥员会面，到

与他国海军联合演练、互派军官驻舰

考察，推进了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自我海军第3批护航编队与俄罗斯海

军组织“和平蓝盾-2009”联合军演以

来，中国海军以护航为契机，参加中

外联演 100余次，积极与外军展开各

项交流合作的同时，不断加深彼此间

的友谊与互信。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在完成护航任

务的同时，还圆满完成了利比亚及也门

撤侨、马航失联客机搜救、马尔代夫水

荒救援、叙化武海运护航等任务。这些

都向世人昭示，中国海军能为国际社会

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承担更多责任

义务，为维护世界海洋和平稳定作出更

大的贡献。

“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

时代中国国防的世界意义。”海洋的和

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需

要共同维护、倍加珍惜。在构建海洋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国海军

护航编队积极履行国际责任义务，努

力提供更多海上公共安全产品，始终

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者、维护者

和贡献者。

同一片海洋，同一个梦想。新时代

的中国海军正肩负使命和希望，为服务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挺进深蓝，捍卫地

区和平与安宁，倾力构建和谐海洋。

（作者系海军第33批护航编队指

挥员）

亚丁湾上的中国担当
■刘 军

本报三亚 12月 23日电 周演

成、胡丹青报道：12月 23日上午，中国
海军第 34批护航编队从三亚某军港
解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
护航任务。
“编队准备完毕，请示起航！”编队

指挥员向南部战区海军领导报告后，
军乐队奏响《欢送进行曲》，编队各舰
依次解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任
务官兵整齐列队，向祖国和人民庄严
敬礼、挥手告别。

第 34 批护航编队由导弹驱逐舰
银川舰、导弹护卫舰运城舰以及综合
补给舰微山湖舰组成，携带舰载直升
机 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
690 余人。其中，银川舰是首次执行
护航任务。

右图：我海军第34批护航编队欢

送仪式现场。 江晓卫摄

第34批护航编队起航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记者成
欣）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之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续破浪前行，
取得一系列新进展，形成一大批新成果。
这一年，中国的建交国总数上升至180个。

9月 21日，北京，中方同所罗门群岛
签署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9
月 27 日，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中方同基里巴斯签署关于恢复外交
关系的联合公报。

关于同中国建交，所罗门群岛总理索
加瓦雷这样说：所方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选择站在历史正
确一边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一边，这是所
方作出的庄严和坚定的政治承诺。

基里巴斯总统兼外长马茂表示，基
里巴斯政府作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
的决定，是基于基里巴斯国家和人民利
益作出的自主抉择。基方日益认识到，
要实现国家发展，需要中国这样的伟大
兄弟和朋友。

大势所趋，势不可挡。
2016，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2017 年，巴拿马；2018 年，多米尼加、布
基纳法索、萨尔瓦多；2019年，所罗门群
岛、基里巴斯……过去几年，8个国家先
后同中国建交、复交，“一个中国”的共识
在国际上愈发巩固。

真心交朋友，恒心促合作。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秉持正确义利观，持续拓展中国的全球伙
伴关系网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
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形成中国外交良好局面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大而不骄，大而不霸，致力于打

破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倡导同
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说。

2019年，一组组数字成为新的有力
见证：39位外方领导人、150个国家、92个
国际组织、6000多位外宾出席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论坛达成
283项务实成果；181个国家、地区和国际
组织，3800多家企业参与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博览会累计意向成交
711.3亿美元；由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数增至100个……
“‘一带一路’、进博会等一系列重要

全球公共产品的背后，都蕴含着合作共
赢、命运与共的大逻辑，是中国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扎实行动，为维护世
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研究员陈凤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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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24 日将
在中国成都举行。在国际地区局势面
临深刻复杂变化、三国合作迎来 20 周
年的背景下，本次会议受到国际社会广
泛关注。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前任秘书长
李钟宪在会议前在首尔接受了新华社记
者专访。他说，回首 20年的发展，三国
合作在各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但当前面
对逆全球化思潮等挑战，韩中日三国应
追求更高的合作目标，积极打造三国合
作的“升级版”，维护东北亚乃至世界的
和平、稳定与繁荣。

韩中日合作开启 20年来，已经形成
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21个部长级会议
为支撑的全方位合作体系，在 30多个领
域开展合作。李钟宪表示，通过持续交
换意见，三方努力理解彼此政策和思维
方式并不断取得合作进展。迈过这一阶
段后，三国需推动合作走向更高阶段，通
过更深层次的务实合作为三国民众带来
更多福祉。

在谈到三国合作面临的困难时，李

钟宪说：“韩中日三国合作诞生之际，适
逢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浪潮向世界扩散，
在此背景下三国间的合作之路得以不断
拓展。但随着时间推移，诸如历史问题、
逆全球化思潮等因素持续登场，单边主
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些都对三国合
作构成挑战。”

李钟宪表示，韩中日三国的发展
均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同时凭借自身
的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经济作出了很
大贡献。面对当前困境和挑战，三国
应当秉持负责任的态度，坚定支持经
济全球化，尽力消除贸易保护主义和
单边主义对地区乃至世界造成的负面
影响，为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继续贡献
力量。

李钟宪坦言，由于地缘政治等原因，
韩中日三国在一些问题上难免存在分
歧，对于实现目标提出的“路线图”也存
在差异，但关键在于求同存异、放大共
识。“三国应尽可能缩小分歧异见，充分
研究、结合各自长处和优势，探讨对接彼
此的发展战略，携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

成功的合作范例。”
他说，韩中日自贸协定谈判就是三

方寻找各自比较优势的良好尝试。目
前，三国正在不断努力。“虽然这一过程
可能需要一些时日，但完成谈判后，我们
一定能够看到各方通过扬长避短最终实
现互惠共赢。”

李钟宪还表示，“中日韩+X”合作模
式能避免三国在相同领域的过度、重复
竞争，让韩中日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
势，将三国蕴藏的潜力最大化，形成积
极、正面的协同效应。“如果这一模式成
功得以实践，将具有重大意义。”

李钟宪认为，在第四次产业革命兴
起的大背景下，韩中日三国合作迸发出
更大活力，呈现出更广阔的空间。“当前
各种高新技术层出不穷，产业结构面临
转型升级，韩中日应积极适应变革，实
现优势互补，摒弃‘零和思维’，携手共
谋发展，一同开辟互利共赢的未来新蓝
图。”
（新华社首尔12月23日电 记者

陆睿、田明、耿学鹏）

中日韩合作迎来迈向“升级版”机遇
——访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前任秘书长李钟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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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12月18日，美国和印度两国外长

和防长第二次“2+2”对话会在华盛顿

举行，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协定并重申

加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2+2”对话

会期间，两国签署了《工业安全附件》，

允许美国公司与印度国有企业合作，

并允许他们与印度私营公司分享敏感

的专有防务技术。

“此次对话会的举行以及《工业安

全附件》的签署，表明美印之间军事安

全合作总体向前的态势明显。”在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

长楼春豪看来，《工业安全附件》对莫迪

政府来说恰逢其时。目前，莫迪政府正

积极推行国防工业改革，通过招标选择

外国厂商，并要求全部或部分转让技

术，从而实现其国防工业领域的“印度

制造”。这一文件的签署有望扫除印度

生产美国武器的障碍，推动包括F-16

战机等美印联合项目的落地。

“跟首届‘2+2’对话会相比，此次

对话成果并没有预期突出。”楼春豪同

时指出，尽管双方都着重强调军事防

务合作的意义，但就合作的状态和水

平而言，此次对话成果仍然停留在对

印太秩序的战略认同和对接阶段。

自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后，

美国在印太军事安全布局上不断加紧

拉拢印度。美印“2+2”对话会也成为美

推行“印太战略”的重要对话机制。

而此次对话期间，尽管双方讨论

议题广泛，且对话前后都释放出不少

相关信号，但是两国并没有签署预期

的《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

议》。这一协议被认为能够提升双方

协同工作能力并降低两国防务合作成

本。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2+2”对话

会举办之际，印度国内因颁布旨在以

宗教划线来确定外来移民公民身份的

《公民身份法》，导致出现大规模抗议

活动并引发骚乱。虽然美官方并没有

作过多回应，但其国内舆论还是出现

了一些批评的声音，给此次对话增添

了几分耐人寻味的气氛。另据媒体披

露，特朗普明年初将访问印度，倘若这

一访问能如期进行，一些重要的协议

很可能在那时讨论和签署。

“美印高调合作的背后各有盘算，

这种心态决定了双方之间不可能保持

完全同步。”在楼春豪看来，美国希望

印度在“印太战略”的实施中扮演关键

角色，要的是印度协助捍卫美在印太

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并分担美在

印太地区的防务费用。

而印度自身，也有借助美国获取

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考量。政治上，想

通过跟美国接轨融入美构建的印太安

全框架，借势提升自己在印度洋的影

响力，争取更多地区博弈筹码；军事

上，想从美国手中获得最新军事装备

和技术，以及不附加条件的安全承诺。

从当前形势看，尽管两国的军事

安全合作有逐步升温的趋向，但仍是

一种相对较新的关系。双方都有猜疑

和未达成的目标。此外，受印度不结

盟政策和美国在印太投资雷声大雨点

小等诸多制约因素的影响,未来美印在

军事安全合作上究竟能走多远，还要

打上一个问号。

近日，美印两国外长和防长“2+2”对话会达成了一系列协
定，但跟首届“2+2”对话会相比，成果有限——

高 调 背 后 盘 算 多
■孙 琦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记
者马卓言）针对美方签署含有涉华消极
内容的法案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3
日说，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已就此向
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方摒弃冷战
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客观理性看待中
国发展和中美关系。

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日前，美方将2020财年国防授权
法案签署成法，其中包括歪曲抹黑中国军
力发展以及涉台、涉港、涉疆、禁购有关中
国产品等消极内容。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对美方执意通过并签
署含有涉华消极内容的 2020 财年国防
授权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已就此向美方
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意
识形态偏见，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
中美关系，不得实施有关法案中的涉华
消极条款，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两国重
要领域合作。”耿爽说。

此外，美 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正
式批准成立外空军。美空军参谋长称，
中俄对美国来说是强有力的威胁，美国
需要更强的力量应对中俄的太空能力。

对此，耿爽说，近年来，美国不顾国
际社会反对，大力推进“主导外空”战略，
在外空武器化和战场化道路上越走越
远。美方这些举动严重违背和平利用外
空国际共识，破坏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
对外空和平与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中方
对此深感忧虑，表示坚决反对。

他说，美国寻求的外空安全，只是美
国一家的安全，而国际社会的根本目标是
维护全人类在外空的共同安全。美方执意
推进外空武器化，却反复拿中俄说事，完全
是倒打一耙，纯属为自我松绑寻找借口。

另有记者问：12月 20日，美国务卿
蓬佩奥发表声明，称美国务院根据 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将中国等 9个国家
列为所谓“特别关注国”。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耿爽说：“美方有关做法罔顾事实，
毫无根据，中方坚决反对。中国政府依
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我们敦促美方正视和尊重基本事

实，管好自己的事，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
涉中国内政。”耿爽说。

外交部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