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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全国两会已圆满落幕，会议展现的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海外媒体中
持续回响。媒体人士认为，两会传递了
中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绿色发展
的坚定决心和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等一
系列积极信号，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的
发展充满信心。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
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6 年中
国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 74.4 万亿元，增长 6.7％，
名列世界前茅，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超过 30％。2017 年国内生产总值预
期增长 6.5％左右。

墨西哥知名新闻门户网站《政治动
物》总编辑马埃尔·瓦列霍说，在世界经
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中国依然是推动
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中国经济稳
中有进给饱受不确定因素困扰、增速放
缓的世界经济更多信心。

巴西《经济观察报》总编马科斯·德

奥利维拉说，经济转型、科技创新是提
高生产力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近年来
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这些措施
让中国的发展能够走到世界最前沿。

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记者马尔齐
亚·德·朱利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
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中国为
了发展绿色经济，在增长模式方面进行
了很多调整。

如何使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实现
双赢是两会讨论的重点之一。《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强化
大气污染治理等诸多举措。

肯尼亚《旗帜报》记者阿道·朱巴特
认为，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为
世界各国作出表率。他说，经济发展和
环境保护是紧密相连的，不能盲目追求
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忽略环境保护。

马科斯·德奥利维拉说，中国为应
对环境方面的挑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减少机
动车出行、消费观念转变、工业治理等，
中国在经济方面强调的科技创新实际
上也对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如何践行全球治理主张也备受
国际社会关注。《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中
国将坚决维护多边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
性，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深入参与
全球治理进程，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
加包容互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埃及时政类媒体专栏作家哈立德·
阿卜杜勒说，中国的朋友遍布世界各地，
从不因一些外部干扰减慢自己扩大“朋
友圈”的步伐。这为中国集中精力发展
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世界
舞台“带来了一股共赢、包容的清风”。

新加坡《联合早报》驻北京特派员
林子恒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
的趋势，希望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积
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自由贸
易。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就能够促进
区域贸易和投资，亚洲各国期待通过这
个倡议加强合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巴基斯坦 BOL 电视台主持人马兹
哈尔·图费勒说，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正在与其他国家分享财富、进步与
发展经验。从正在推进的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情况看，走廊建设将推动巴基斯

坦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巴日益增长的能
源短缺问题，同时还将为当地民众创造
大量就业岗位。

阿道·朱巴特说，基础设施落后是
阻碍非洲国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积极参与非洲建设，无疑对
非洲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阿尔及利亚《人民报》总编弗尼德
斯·本贝拉曾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发
展变化印象深刻，同时也看到了“中国
制造”在非洲国家日益深入人心。他
说，阿尔及利亚目前准备建设的最大港
口中部港，就是与中国政府和公司深度
合作的成果，而这种合作将在未来显示
出深远影响。

泰国电视 3 台记者唐海源说，中国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视泰国，中
泰铁路合作将使泰国受益匪浅。如果中
泰铁路相通，并覆盖到泰国的北部、东北
部等地，就能给这些地方带来繁荣。

（参与记者：倪瑞捷、金正、包雪琳、
罗娜、杨舟、赵焱、陈威华、郑凯伦、黄灵、
季伟、赵博）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海外媒体人士认为两会彰显中国务实与担当

新华社伦敦 3 月 16 日电 （记者
温希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这是
不争的事实。3 月 16 日在英国牛津大
学举行的《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新书
发布会上，最早记载钓鱼岛的史籍《顺
风相送》影印本首次与读者见面，为这
一事实提供了有力佐证。

《顺风相送》是一部航海指南，约
成书于明代，共 127 则，主要记录了关
于气象方面的观察方法、州府山形水
势、前往各地的航程等。其中“福建往
琉球”一则记载了福建到琉球的海路，
第一次出现了“钓鱼屿”（即钓鱼岛）、

“赤坎屿”（即赤尾屿）的名称。
这段文字是目前证明中国人最早

发现、命名和利用这些岛屿的文献资
料，是最有信服力的历史证据。《指南
正法》约成书于明末清初，也记录了钓
鱼岛的有关情况。

《顺风相送》《指南正法》二书珍藏
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均为
手抄孤本。博德利图书馆原中文部主
任戴维·赫利韦尔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研

究工作。在 2016 年中国出版集团公
司代表团访问该馆时，他展示了二书
的原本，并建议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旗下的中华书局出版二书的仿真影印
本。中华书局对此书高度重视，除保
持原书原貌、印制精美外，还将两书中
有关钓鱼岛的文字摘录出来，印在函
盒上，使本书价值一目了然。

中 国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副 总 裁 姜 军
表示，出版《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是
中国出版集团服务国家大局义不容
辞的神圣责任，是自觉履行国家使命
的必然担当，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
整 以 及“ 走 出 去 ”战 略 的 一 个 新 举
措 。 同 时 ，该 书 的 出 版 在 古 籍 的 保
护、梳理、整理等多方面，具有重大意
义，也是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一
个范例。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东方中心
主任吉利恩·埃维森说，博德利图书馆
收藏了近四分之一的 17 世纪流传到
欧洲的中文书籍，希望今后和中国出
版集团公司在数字化影印出版等方面
进行合作，进而造福全世界。

最早记载钓鱼岛的
中国史籍影印本在牛津大学发布

新华社东京 3 月 17 日电 （记者
邓敏 沈红辉）“重庆大轰炸”受害者
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 17 日在东京要
求日本政府承认加害事实，并进行道
歉赔偿。

当天，“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诉
讼案二审在东京高等法院二次开庭。
约 30 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及声援
人员在东京高院前举行集会，他们手
举写有“日本政府应对重庆大轰炸进
行道歉、赔偿”的横幅，并高呼“日本司
法做出公正裁决！”等口号。

年 过 八 旬 的 索 赔 团 团 长 粟 远 奎
说，希望东京高院在二审期间能够公
正判决，检讨日本的侵华历史。如此，
就可以还原历史，恢复当年那段侵略
历史的真相，为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
好打下基础。

粟 远 奎 回 忆 称 ，1940 年 8 月 19
日，日本大轰炸重庆的时候，他家房屋
被夷为平地。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
瞬间被炸毁。这个伤痛到现在还在继
续，原因是日本到现在还没有承认这
个历史错误，也没有对“重庆大轰炸”
进行认罪和积极赔偿。

索赔团团长助理姜遗福称，一审
判决承认“重庆大轰炸”属实，但就是

不予道歉，不予赔偿。做错了事情要
道歉。我们坚决要求日本政府对当年
的加害事实进行谢罪，进行赔偿。起
码要一个道歉、一个悔过。

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担任索赔团
律师。一濑敬一郎律师事务所相关人
士在当天法院结束审理后对记者说，
东京高院当天宣布二审结案，二审仅
开庭了两次。从日本司法界惯例看，
二审很可能维持一审判决不变，驳回
索赔团的上诉。

从 1938 年 2 月至 1944 年 12 月，
侵华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城市商业
区、平民聚居区实施了 6 年零 10 个月
的狂轰滥炸，史称“重庆大轰炸”。轰
炸 造 成 重 庆 32000 余 人 直 接 伤 亡 、
6600 余人间接伤亡，房屋损毁 11814
栋、21295 间，财产损失约合 100 亿法
币（当时国民政府货币）。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
原告团成立于 2004 年 4 月。索赔团要
求日本政府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
偿。2006年3月，索赔团正式向东京地
方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 2月，东京地
方裁判所一审裁定索赔团败诉。索赔团
随即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16
年11月，东京高等法院二审首次开庭。

“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团
要求日本政府认罪并道歉赔偿

□新华社记者 郑凯伦

在驻埃及外国记者圈中，一头银
发、已为意大利安莎社工作 26 年的记
者鲁道夫·卡洛可谓一名“老记”。在近
日随埃及政府组织的外国记者团参观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后，见多识广的
卡洛也连连表示“大开眼界”。

“今天是我首次在埃及走进中国企
业的内部，工厂有条不紊和高效的节奏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卡洛对记者说。

卡洛参观的是成立于 2012 年的巨
石埃及玻璃纤维有限公司，其已建成投
产的两条玻璃纤维生产线总投入逾 4
亿美元，年产 16 万吨玻璃纤维。

“我们的产品主要供应欧洲、中东
和埃及本土等市场。正在建设中的三
期项目完成后，工厂的总产能将达到每
年 20 万吨。”巨石埃及人事部副经理王
飞告诉记者。

王飞说，外国媒体普遍关注巨石为
何在埃及建厂、企业如何应对中埃文化
融合以及埃及员工比例等问题。“埃及
员工在我们中层管理岗位占比已超过
60％，在一线岗位占比则高达 97％，外
国记者今天实地参观可以对这组数据
有个直观了解。”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开发运
营由埃及泰达特区投资公司负责，目前
已吸纳入区企业 60 余家，吸引投资近 9
亿美元，并已形成纺织服装、石油装备、

新型建材和高低压电器设备四大产业
区。

在泰达公司一楼的展板前，一条表
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光带自中国
发端，经过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和红
海，自苏伊士运河通往欧洲，吸引不少
摄影记者在此拍照。

科威特通讯社驻开罗记者穆罕默
德·阿卜杜勒表示，埃及近年来的经济
和安全状况并不十分理想，许多西方企
业忙着撤资，中国企业却从中发现了投
资机会。“这说明中国人不仅办事认真，
也具有独特的战略眼光。”

当天行程的最后一站是苏伊士运
河经济区管理总局。总局负责人艾哈
迈德·达维什博士向记者表示，苏伊士

运河是连接欧亚非的要冲，具备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运河走廊建设是埃及
的国家工程，和“一带一路”倡议拥有巨
大对接潜力。

“泰达积极帮助我们向中国企业推
介园区，中国企业在我们这里实现产品
的‘埃及制造’后，向超过 20 个非洲国
家出口可以享受零关税。双方的合作
是互利共赢的典范，”达维什说。

在从园区返回开罗的路上，记者问
卡洛此行给他留下怎样的印象。卡洛
说：“眼见为实。此行之前，我对‘一带
一路’如何连通欧亚非缺乏概念。现在
我十分确信，中国将在非洲未来数十年
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新华社开罗 3 月 16 日电）

外媒记者眼中的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新华社记者 崔元磊 柳丝

为期两天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高级别对话会 15 日在智利落下帷幕。
在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后，这次聚焦亚太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会议备受关注。

本次会议之前被媒体错误地解读
为“TPP 成员国会议”，而实际上，这次
会议是太平洋联盟与亚太国家关于亚
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别会议。事
实上，在亚太地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上，TPP 只是其中一个协议，包括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
自由贸易区等其他倡议和协议也都在
稳步推进。

当然，面对这些自贸方案，各国有
不同的利益诉求，相互间也存在一定
分歧，因而避免“碎片化”“政治化”至

关重要。在此次会议上，太平洋联盟
表示要积极寻求自贸协定谈判伙伴；
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中国对已经达成或者希望达成的一些
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持开放态度，也乐
见其成。

不难看出，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的
自由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
亚太各国的共识。相信只要能够在目
标上达成一致，其他问题都可以通过对
话和谈判来解决。如智利外长埃拉尔
多·穆尼奥斯所说，当今世界自由贸易
出现了不确定性因素，这次会议本身就
是一个有意义的信号，是推进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一种方式。

亚太取得的发展成就同经济全球
化密不可分，亚太经济一体化就是经
济全球化亚太版。而当前逆全球化思
潮蔓延，保护主义抬头，影响国际贸易
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经济全球化面

临一定阻力，这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
来了挑战。

在这个关键当口，作为全球经济规
模最大、最具发展活力的亚太地区，更
有责任发挥引领作用，采取有力协调行
动，发出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声音，
坚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方向，构建亚
太开放型经济，深入推进亚太自贸区建
设进程。

开放是亚太经济的生命线。任何
区域贸易安排要获得广泛支持，必须坚
持开放、包容、普惠、共赢，封闭和排他
性安排不是正确选择。如果亚太地区
这些现有的倡议和协定之间能够秉持
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采取协调合作的
方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将成为亚太
经济之福。

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引擎，中
国的发展带来机遇。中国扎根亚太、建
设亚太、造福亚太。中国坚定支持经济

全球化进程，坚决支持亚太经济一体
化，坚决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中方积
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同区域伙
伴共商、共建、共享，为亚太互联互通事
业作贡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
社会委员会去年底发布的报告认为，中
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亚太地
区特点，潜在优势明显，将有力振兴亚
太地区经济。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对亚太
地 区 的 事 来 说 ，需 要 亚 太 地 区 所 有
成 员 商 量 着 办 ，亚 太 地 区 经 贸 规 则
应 由 有 关 各 方 通 过 平 等 协 商 共 同 确
定 。 维 护 亚 太 地 区 贸 易 自 由 化 和 便
利 化 ，需 要 亚 太 各 国 共 同 努 力 。 相
信 亚 太 各 国 能 够 在 此 次 会 议 共 识 的
基 础 上 ，进 一 步 凝 心 聚 力 ，为 亚 太 自
贸 区 等 发 展 和 经 济 全 球 化 进 程 注 入
强劲动力。

（新华社墨西哥城 3 月 16 日电）

打造经济全球化的“亚太版”

新华社联合国 3 月 16 日电 （记
者 倪红梅 史霄萌）中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刘结一 16 日在安理会表示，应坚持
多边主义，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处理防扩
散地区热点问题。

安理会当天开会审议防扩散委员会
工作。就防扩散地区热点问题，刘结一
在发言时说，采取加剧紧张的方式，只会
导致冲突升级和外溢，进而加剧扩散风
险。各方应始终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
话协商解决问题，当务之急是有关方减
速刹车，切实缓解半岛紧张局势。他说，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来之不易，有关各
方应增强政治互信，不折不扣履行承诺，
推动全面协议行稳致远。

就如何加强防扩散领域的全球治
理，刘结一呼吁树立新安全观，营造有利
的安全环境；坚持法治原则，巩固和发展
国际防扩散体系；多措并举，切实加强有
关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安理会
第 1540 号决议的全面有效执行。他说，
中方将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完善国
际防扩散体系、加强防扩散全球治理、维
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中国代表呼吁通过
政治外交手段处理
防扩散地区热点问题

3 月 16 日，在美国芝加哥，嘉宾出席动工仪式。中国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车四方）16 日在芝加哥
东南郊的老工业基地举行建厂动工仪式，标志中国地铁出口发达国家最高纪录订单的生产正式启动。 新华社发

中国中车地铁组装厂在芝加哥破土动工

3 月 16 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
（左）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出席新闻发布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6 日宣布，由联合国机构等国际组织代表、各领域专家等组成的抗微生物药物耐
药性特设机构间协调小组正式成立，将努力为全球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提供
实际指导。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
珍将共同担任协调小组主席。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 摄

联合国牵头成立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协调机构

3 月 15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中）在瑞士日内瓦出席
记者招待会。15 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
事弗朗西斯·高锐说：“中国表现非同寻常。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来自中国的申
请量一年内增长了 44%。”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 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肯定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