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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雅加达 4 月 23 日
电 记者王涛 田原 刘威

报 道 ：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23 日在雅加达会见津巴布
韦总统穆加贝。

习近平指出，去年你对
中国成功进行国事访问，我
们对中津关系发展作出长远
规划，一致同意把中津关系
打造成平等相待、相互支持、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好朋
友、好伙伴、好兄弟。今年是
中津建交 35 周年，我愿同你
一道努力，推动中津关系不
断迈上新台阶。双方要密切
高层交往，巩固中津传统友
好，落实好我们达成的各项
共识。中方支持津方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的努力，将继
续鼓励中国企业和金融机
构同津方探讨互利互惠的
融资途径，为津巴布韦国计
民生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融资支持，参与津方经济
特区建设，推进两国农业、
加工制造业、教育、卫生等领
域合作。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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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23 日
在雅加达会见伊朗总统鲁
哈尼。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
重视发展中伊关系。当前，
两国关系正处于承前启后的
重要阶段。双方要保持高层
接触和各领域交往，增进战
略互信。要以“一带一路”为
主线，以互联互通和产业合
作为支点，推动双方务实互
利合作向宽领域发展。中方
愿同伊方在能源领域开展长
期稳定的合作，扩大在高铁、
公路、建材、轻纺、通信、电
力、工程机械等领域合作，实
现两国优势产业、优质资源、
优良市场对接。要以深化两
国人民友谊为目标，增进两
国人民相互了解。

习近平指出，不久前，伊
朗和六国在伊朗核问题谈判
中达成共识，是各方朝着达
成全面协议方向迈出的积极
一步。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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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23 日
在雅加达会见柬埔寨首相
洪森。

习近平指出，60 年前，
周恩来总理和西哈努克太皇
在万隆会议上结识，开启了
中柬友好新篇章。今天我同
首相先生一道出席亚非领导
人会议和万隆会议 60 周年
纪念活动，具有特殊意义。
我们要坚持把中柬友好事业
向前推进，让两国人民更多
受益。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柬
关系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中方
将坚定不移推进中柬全面战
略合作，坚定不移支持柬埔寨
维护稳定和发展。中柬双方
要保持高层密切交往，深化执
政党经验交流，发挥政府间协
调委员会作用，推进传统领域
合作，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
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
运营好西哈努克港经济特
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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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前，为加强亚非国家间合

作，促进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包括

中国在内的 29 个亚洲、非洲国家和

地区代表齐聚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

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又称第一次亚

非会议。会议形成的团结、友谊、合作

的万隆精神，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

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精神的结晶，是

与会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亚非两

大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如今，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

变化，但是万隆会议的原则和精神并

未过时，反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历史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

会议所确立的十项原则，是维护世界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好准则，为

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为

推动亚非合作、南南合作和促进南北

合作，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

经过数十年的岁月，亚非国家

独立后为国家重建、经济发展和民

族振兴而不懈奋斗，努力探索适合

本国发展的道路，不断取得新的成

就。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

生了深刻变化，世界进入了经济全

球化时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团

结合作的愿望也变得更为强烈。在

万隆精神的激励下，亚非国家联合

自强，各种层次的合作增多，成果日

益显著。目前，亚非国家已经成为国

际上一支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

当今世界，跨区域合作日益成为

一种趋势。推进亚非合作，最为重要

的是使亚非合作机制化，实现从首脑

会晤到民间交流的多层次合作体系。

目前，亚非地区如印度尼西亚、印度、

南非等国家近些年来都在积极谋求

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在这一共识基

础上，坚持万隆精神将有力地推动亚

非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

的过程中，始终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赢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称

道和赞誉。在加强亚非国家合作方

面，中国不仅是积极的倡导者，也是

积极的推动者和自觉践行者。中国不

仅始终坚定支持亚非国家争取民族

解放的正义事业和亚非国家共同发

展，并向亚非国家提供了真诚无私的

援助。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推进国

家统一、实现国家发展的进程中，也

得到了亚非国家的宝贵支持和帮助。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亚非

国家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命运共同体

意识和加强合作共赢的愿望。为顺应

时代潮流，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

路”倡议，并提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旨在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

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本着合作共

赢原则，进一步促进亚非欧国家间的

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

如果说 60 年前召开的万隆会

议吹响了亚非合作发展的号角，那

么如今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提

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

丝路基金实质性投资开局，就是将

万隆精神与新的时代要求相结合

的务实体现。让我们坚持和发扬

万隆精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推动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共同促

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实现亚非

国家各自的发展目标，开创世界更

加美好的未来。

传承万隆精神 推动亚非合作
国纪平

（（详见五版详见五版））

“一平方英里”的伦敦金融城，云集了
200 多家不同国家的银行，100 多年来一
直是西方世界的资本中心。在其核心地
区，毗邻英格兰银行，有一幢门前高悬五
星红旗的大楼，这里是中国银行伦敦分行
总部所在地。作为中国金融业第一家走
出国门的海外分支机构，中行伦敦分行立
足当地，深耕海外市场，竭诚为当地华人
华侨、“走出去”企业和本土客户服务，成
为中国在海外一张闪亮的金融名片。

助力企业“走出去”

近年来，从中国石油集团收购英力士
公司苏格兰地区炼油厂，到光明集团收购
英国维他麦公司，再到南京新百公司成功
收购英国百年老店弗雷泽百货，中国企业

走进英国市场的规模之大和涉及领域之
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这些重要的
并购中，中行伦敦分行发挥了重要的桥梁
作用。如中行伦敦分行行长孙煜所说，在

“走出去”的国内企业看来，“中国银行伦
敦分行是他们在英国的‘第一站’。”

能够成为“走出去”企业的“第一站”，
中行伦敦分行靠的是创新确立的多元业务
及产品服务体系。针对“走出去”客户多元
的业务特点和需求，中行伦敦分行着力开
发企业所需的高端和个性化金融产品。一
方面，针对“走出去”企业的并购需求，利用
自身在伦敦本地市场的丰富经验，提供专
业的并购估值、融资方案设计和资金支持
等服务；另一方面，发挥集团联动优势、打
通海内外资金筹措方式，充分利用自身在
伦敦市场上债券发行、货币市场结构化融

资方面的经验和专长，为“走出去”企业提
供多元化业务及产品服务。

从实际效果来看，中行伦敦分行相对
完善的业务和产品服务体系成功帮助了
一批“走出去”企业的快速发展。以中石
油集团并购英力士公司炼油厂为例，中行
伦敦分行在并购融资和业务发展授信方
面支持该企业销售额在短短的 4 年内增
加了 4 倍，从 2011 年的 60 亿美元快速增
长至 2014 年底的近 300 亿美元，成为中
国“走出去”企业成功发展的一个典范。

提升国际化含金量

如何提升业务本地化水平、打入本土
主流银行传统业务领域是中资银行在海
外拓展的核心目标之一。在这一领域，中

行伦敦分行可谓成绩显著。当前中行伦
敦分行的客户结构中，本地客户在核心授
信客户中的比重已经高达 80%，在零售
客户中的比重也已经达到了 70%，英国
和欧洲的大型公司在客户中的比重也接
近 50%。在资产业务领域，中行伦敦分
行也成功进入了英国本土银行自身非常
偏好的细分市场领域。2013 年，中行伦
敦分行以唯一一家中资银行的身份参与
了英国泰晤士铁路网火车制造项目银团
贷款，同时成功开展伦敦厄本尼斯特高
档公寓贷款项目。这标志着中行伦敦分
行已经具备了与当地银行相当的营销和
业务能力，并在争揽当地优质客户方面
形成独特优势，多年来在伦敦本地市场
的厚植深耕终有了回报。

（下转第六版）

中国银行伦敦分行：

中国海外闪亮的金融名片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内页点睛

寻找全民阅读的“消费经”
经过了全民阅读活动10年来“润物细无声”的熏

陶，崇尚阅读的热潮在全社会逐渐升温。浓浓书香在推

动国民素质增长、国家文化繁荣的同时，也滋养了相关

产业发展。 （三版）

降 准 并 非 强 刺 激
新一轮降准引发市场众说纷纭，《经济日报》记者就

相关问题专访了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连平认

为，此轮降准是适应经济形势新变化的应势而为，有利于

增强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助力稳增长。 （五版）

破解融资难，看中关村如何创新破解融资难，看中关村如何创新
对于企业融资难这个令全国各地头疼的老问题，中

关村有了成功的新“解法”。在这里，一个以新思维构

建的覆盖所有科技企业各个发展阶段的科技金融支持体

系，基本成型，正不断完善。 （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