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 球2016年7月28日 星期四8

本周，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在老挝首

都万象落下帷幕，中国—东盟国家外长发

表了关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的联合声明等重要文件，主题鲜明、成

果丰硕、令人振奋。

此次外长会议的召开，正值中国—东

盟建立对话关系 25 周年。为此，中国同东

盟国家重申了《宣言》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宣言》不容否定和

破坏，明确指出全面有效落实《宣言》的道路

不会改变，承诺根据国际法原则由直接有关

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决南海

有关争议，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实质性推

动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特别需要指

出的是，中国始终坚持以“双轨思路”处理南

海问题、维护中国与东盟合作大局，即有关

具体争议由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

国际法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

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加以维

护。这才是本地区寻求各方利益最大公约

数的正轨，体现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继续深化

合作的共同意愿。

坚持合作基调、弘扬对话精神的会议

成果远不止于此。此次会议上，中国再次

强调继续把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

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

作中的中心地位，愿与东盟以纪念建立对

话关系 25 周年为契机，推动双方关系进一

步丰富和深化，迈向更为紧密的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东盟国家的代表们更是

将关注点聚焦于总结合作经验、谋划未来

合作上，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总理通伦·
西苏里表示，作为 2016 年东盟轮值主席

国，老挝提出了包括落实《东盟共同体愿

景 2025》、缩小发展差距、促进贸易、中小

企业发展、发展旅游业、加强互联互通等

在内的 8 项优先发展目标，这些目标的实

现离不开合作；老挝外长沙伦赛说，在过

去 25 年中，中国和东盟合作在很多领域实

现了拓展，双方关系得到了成功发展。双

方通过此次会议再次确认，将继续加深投

资、贸易、教育、文化交流和环境保护等多

方面合作。

在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命运共

同体方面，中国和东盟国家合作前景无

限。2015 年底东盟共同体宣布建成后，双

方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动中老铁

路、雅万高铁等一系列泛亚铁路网框架下

的重大项目，携手迈出了地区互联互通、

共同繁荣的重要一步；2016 年 7 月 1 日，中

国 与 东 盟 自 贸 区 升 级 版 议 定 书 正 式 生

效，更广阔的市场、更便利的贸易条件和

更优质的投资环境，将有力促进双方经贸

关系向纵深发展，为实现到 2020 年中国与

东盟贸易额达到１万亿美元、新增双向投

资 1500 亿美元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盟还是“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

作的重要伙伴，双方将结合《东盟经济共

同体 2025 蓝图》，充分对接需求，积极开展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东盟国家工业化

与产业升级。

回首过往，在东盟的对话伙伴中，中

国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

一个成为东盟的战略伙伴，双方共同树立

了平等相待、共谋发展的成功典范。展望

未来，如果说过去 25 年是中国—东盟关系

的成长期，未来 25 年就是双方关系的成熟

期，合作心态将更成熟，方式方法也将更

成熟，双方从无到有建立起的宽领域、全

方位、多层次合作框架将因此提质升级，

相信一定能排除干扰、携手谱写建设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连俊报道：受
二季度供应中断和需求旺盛影
响，世界银行最新《大宗商品市场
前景》报告将 2016 年原油价格预
测从每桶41美元上调至43美元。

受供应中断、特别是加拿大
山火和尼日利亚石油设施遭袭影
响，今年第二季度国际油价上涨
了 37%。

世行高级经济学家、《大宗
商品市场前景》报告主要作者约
翰·巴菲斯说：“随着原油市场供
应 过 剩 逐 渐 消 失 ，我 们 预 计
2016 年 下 半 年 油 价 会 小 幅 上
涨。但库存量仍很大，减少库存
需要一些时间。”

尽管 2016 年二季度国际油
价和许多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出现
恢复，但世界银行跟踪的大多数
大宗商品指数预计今年仍会下
跌。世界银行报告分析指出，造
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是供应居
高不下，其中包括能源、金属和农

业原材料在内的工业类大宗商
品。不过，大部分大宗商品降幅
预计将小于 4月份报告的预测。

报告指出，包括石油、天然气
和 煤 炭 在 内 的 能 源 价 格 预 计
2016 年下跌 16.4%，比 4 月份预
测的 19.3%降幅有所减少。金属
矿产、农产品和化肥等非能源大
宗商品预计今年下降 3.7%，低于
上期报告预测的 5.1%降幅。金
属价格预计降低 11%，比 4 月份
预测的 8.2%降幅增大，反映出需
求疲软前景和新增产能的影响。
农产品价格降幅预测低于 4 月
份，原因是南美作物减产和生物
燃料需求企稳。

报告认为，能源价格在 2015
年下跌 45%，预计今年将继续下
跌。能源价格下跌也缓解了生产
生物燃料作为替代能源的压力。
生物燃料生产在过去 10 年一直
是推动粮食类大宗商品需求增长
的重要因素。

携手谱写建设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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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上调今年油价预测至每桶 43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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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纽约炎热指数近期达到 104，纽约市 5 个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上世纪 90 年代

中期以来同期的最高点。图为纽约中央公园的喷泉成为儿童消暑的好地方。

本报驻纽约记者 朱 旌摄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中国驻美国使
馆发言人朱海权日前致函《金融时报》评论部，针对该
报在有关社论和报道中将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称为

“联合国仲裁庭”等错误言论，阐明中方有关原则立场，
要求该报刊登信函，澄清事实。

信函指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仲裁
庭不是联合国机构，也不代表联合国立场。联合国
和国际法院均就此作出澄清。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
指出，“联合国对南海仲裁案法律和实体问题不持立
场”。该仲裁庭仅由同联合国毫无关系的常设仲裁
法院提供秘书服务。不同于联合国使用独立预算运
转，仲裁庭向参与仲裁方要钱。此次仲裁费用由菲
律宾支付。

信函强调，《联合国宪章》呼吁成员国“发展国际间
友好关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则开宗明义要求坚持

“互相谅解和合作的精神”。联合国一贯呼吁通过谈判
解决南海争议，大量联合国成员国支持中国在南海问
题上的立场。但菲前政府拒绝了谈判这一选项而单方
面提起仲裁，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和仲裁需建立在国家
同意基础上的通行实践，同《联合国宪章》精神相悖。
仲裁庭越权行事，破坏了谈判协商努力，激化地区冲突
与对抗。其提出的所谓裁决根本不具权威性和公信
力。中国不承认、不接受所谓裁决，既是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也是捍卫《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金融时报》虽承认信函所述属实，但仍拒绝刊
登。近期，中国驻美国使馆已 4 次就南海问题致函《华
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均
得到刊载。

南海仲裁庭不是联合国机构
并且违反《联合国宪章》精神
——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致函《金融时报》

中国仍为巴基斯坦第一大投资来源国
本报伊斯兰堡电 记者梁桐报道：巴基斯坦央行

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 至 2016 财年，巴基斯
坦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8.8%，净流入总额为
12.81 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达 5.94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30%，占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46.37%，中国继续保持巴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地位。巴
央行指出，中国对巴大额投资强力推动了巴外国直接
投资额的大幅上涨，大部分中国投资项目都在中巴经
济走廊框架内。除中国投资以外，其他国家对巴直接
投资总额较上一财年则有所下降。

除中国外，对巴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挪威
（1.723 亿美元）、阿联酋（1.64 亿美元）和意大利（1.035
亿美元）。从具体行业来看，巴能源领域吸引外资 5.67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100%；电信业吸引外资 2.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20%；油气勘探、信息技术和金融三大
领域吸引外资额同比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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