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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 13日电
（记者 刘欢 齐湘辉）中华人民共
和国与巴拿马共和国 13日签署
联合公报，建立外交关系。专家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巴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这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正得到国
际社会更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
征说，1971年 10月，第26届联大
通过2758号决议，明确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
合法政府。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
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越来越
多的台所谓“邦交国”与大陆建
交，这是无法阻挡的大势。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涉外事务
研究中心主任修春萍指出，巴拿
马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顺应国际
上普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大
势，是一项正确的选择，符合巴拿
马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
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中巴建交
为两国拓展全面互利合作开辟了
广阔前景，建交后双边在航运、金
融等产业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科研室副
主任张华认为，中巴建交对巴拿
马而言意味着更重要的国家利
益，无论是国际政治、双边贸易还
是对巴拿马的支柱产业而言，中
国大陆重要性都远远高于台湾。
所以，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在宣布
与中国建交时称，“我坚信这是我
们国家应该走的正确道路。”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
者 齐湘辉）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3日应询表示，外交部已就中巴
建交发表谈话。世界上只有一个
中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
社会普遍共识，中巴建交是人心
所向，大势所趋。

马晓光指出，体现一个中国原
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定海神针。只有承认“九二
共识”，认同其两岸同属一中的核
心意涵，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
展的正确方向。台湾当局应认清
客观大势，做出明智抉择。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者 郝亚琳）外交部长王毅
13日在北京与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德圣马洛举行会谈后
共见记者。

王毅表示，我刚刚同德圣马洛副总统兼外长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拿马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
联合公报》。在这份联合公报中，巴拿马共和国承认世
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巴拿马共和国政府即日断绝同台湾方面的所谓“外交关
系”，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
官方往来。

王毅指出，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拿马共和国
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
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中巴关系掀开了新的篇章。

王毅表示，巴拿马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人民珍视
同巴拿马人民的传统友谊。巴雷拉总统和巴拿马政府作
出的这一重要政治决断，完全符合巴拿马国家和民族的根
本利益，完全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完全符合国际社
会形成的一个中国格局。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予以高度
赞赏和热烈欢迎。

王毅指出，刚才，我同德圣马洛副总统兼外长举行
了真诚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

我们一致同意，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巴建交以及两国关
系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政治基础，必须始终坚持，毫不动摇。

我们一致认为，中巴建交为两国拓展全面互利合作
开辟了广阔前景。

双方将开展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政治互信。
双方将以共同发展繁荣为目标，充分发挥互补优势，

开展贸易、投资、海事、文教、旅游等广泛领域合作，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中方欢迎巴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双方将就国际和地区事务进行沟通协调，深化中国
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友好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
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

王毅指出，160多年前，搭载着第一批华人的船只历
经艰辛，抵达太平洋彼岸的巴拿马，开启了双方交往的
百年沧桑历程。160年后的今天，中巴友谊之船在历经
风雨波折后驶入正确航道，迈向新的征程。我相信，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巴关系一定会迎来光明的未来。

巴拿马共和国位于中美洲东南部，人口400
余万，国土面积7.5万平方公里，首都巴拿马城，
西班牙语为该国官方语言。

巴拿马以巴拿马运河而著称。该运河被誉
为“黄金水道”，是一条联通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国
际航道。运河全长81.3公里，宽152米至 304
米，深13.5米至26.5米。全球贸易的近6％从
这条水道通过，有世界贸易晴雨表之称。

物流、金融、旅游和贸易为巴拿马经济支
柱。巴拿马运河大西洋一侧的科隆自贸区是美
洲最大自贸区，也是全球第二大自贸区。

近年来，巴拿马经济增长迅速，在整个拉美国
家中居于领先地位。在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
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巴拿马经济竞争力位
居拉美地区第二位。

巴拿马与中国距离虽远，但却有较深历史渊
源。160多年前，搭载着第一批华人的船只历经
艰辛，抵达太平洋彼岸的巴拿马，开启了双方交
往的百年沧桑历程。巴拿马两洋铁路以及巴拿
马运河的建造与开挖都有华人参与。这些华工
后代很多都定居巴拿马，为巴经济发展做出了贡
献。据官方统计数据，旅巴华侨华人总数超过
15万，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华侨社区之一。

中国在巴拿马经济中一直起重要作用，中国是
巴拿马运河第二大用户，是巴拿马科隆自贸区最大
商品供应国。据新华社巴拿马城6月12日电

当地时间 12日，巴拿马首都巴
拿马城新唐人区的一家酒楼，数百
名华侨华人、驻巴中资公司代表与
巴拿马友人欢聚一堂。

“热烈庆祝中国巴拿马建交”的
巨大横幅悬挂在聚会场所的中央。
大家笑容满面，相互问候着、交谈
着，发自内心的喜悦感染着场内的
每一个人。

当中国驻巴拿马贸易办事处代
表王卫华大声宣告，中巴两国外长
刚刚签署了建交公报时，场内掌声
喝彩声雷动四起，手中五星红旗挥
舞得更加有力。

北京时间 13日，外交部长王毅
同巴拿马共和国副总统兼外长德圣
马洛在北京举行会谈并签署《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巴拿马共和国关于建
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公
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
级外交关系。

“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王卫华激动地说：“这一天我们期盼
了很久。”

他说，20 年来，为推动两国关
系的发展，中国驻巴拿马贸易办事
处历任代表和工作人员做出了不懈
的努力。他同时对广大爱国华侨付
出的艰辛努力表示感谢。

巴中友协会长、巴拿马高法大
法官奥尔特加抑制着激动的心情
说，15年前，就是在这里，我们成立
了巴中友协。自那时起，推进两国
关系发展的努力就从未停止。“我们
一直坚信，巴中两国一定能建交。
今天，我们多年的心愿终于达成。”

中南美洲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唐金水在发言中说，中巴建交令他热

血沸腾，心潮激荡。有了祖国这个
坚强后盾，旅巴华侨华人就能更好
在异国他乡安居乐业。他呼吁各侨
团团结一心，为建设和谐侨社做出
共同努力。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6月13日电

聚焦中国同巴拿马建交

王毅谈中国同巴拿马建立外交关系

中巴友谊之船迈向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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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我们多年的心愿终于达成”
——巴拿马华侨华人与友好人士喜庆中巴建交

6月13日，外交部长王毅同巴拿马共和国副总统兼外长德圣马洛在北
京举行会谈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拿马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
联合公报》。 新华社记者 张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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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在巴拿马首
都巴拿马城的华人社区，人
们在巴拿马与中国建交的
庆祝活动上拍摄烟花。

新华社发

6月 12日，在巴拿马
首都巴拿马城的华人社
区，人们参加巴拿马与中
国建交的庆祝活动。

这是2011年10月15日晚，在中国海军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上拍摄的巴拿马运河
船闸。 新华社记者 查春明 摄

据新华社“向阳红09”船6月13日电
（记者 刘诗平）“难以想象，在 6600多米的
海底深渊，鱼虾、海参、海星、多毛类动物竟
然如此之多，可谓为‘蛟龙’号试验性应用
阶段‘收官之潜’送上的一份礼物。”

走出“蛟龙”号载人舱，张东声回答其
他科考队员问询时说，“没有让他们失
望”。张东声是中国大洋38航次最后一潜
的下潜人员，以研究海洋动物为主的国家
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

13日 14时 39分，“蛟龙”号在海底作
业 3小时 16分钟后，载着张东声、潜航员
傅文韬和陈云赛，从水下6684米的雅浦海
沟海底浮出水面。31分钟后，回到“向阳
红 09”科学考察船甲板，完成了中国大洋

38航次的最后一潜。
中国大洋38航次分三个航段，分别在

西北印度洋、中国南海和西太平洋的马里
亚纳海沟、雅浦海沟进行科学调查。13日
的下潜是第三航段的第10潜，也是中国大
洋38航次的第30潜。

本次下潜带回的生物样品也极为丰
富：海参 6只、栉水母 1只、海百合 1只、海
蛇尾1只、海星2只。此外，采集了16升近
底海水、9管沉积物样品，完成了环境参数
测量，拍摄了大量海底视频资料。

“这次下潜为研究雅浦海沟大型生物
的分布，以及大型生物与共生微生物之间
的关系，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样品。”本航段
首席科学家陈新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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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承之词满天飞

这是6月9日
特雷莎·梅在首相府
门前发表讲话的资
料照片。 新华社发

这是6月9日特朗普出
席与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
斯（不在画面中）举行的联
合记者会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这是我们国家应该
走的正确道路”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6月12日
电（记者 苏津）巴拿马总统巴雷
拉 12日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
布巴拿马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巴雷拉在当天的电视讲话中
说：“我向全国和世界宣布，今天，
巴拿马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外交关系。”

巴雷拉说，巴拿马副总统兼
外长德圣马洛正在北京与中国外
交部长王毅就关系的建立进行具
体工作。“我坚信这是我们国家应
该走的正确道路。”

巴雷拉回顾了巴拿马与中国
的交往历史。他提到，19世纪 50
年代，第一批华人抵达巴拿马；
2016年 6月 26日，来自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旗下的“中远海运巴拿
马”号成为巴拿马运河扩建后的
首航船只。建立外交关系也是对
旅巴华人侨社对巴拿马经济和社
会发展做出贡献的认可。

国
台
办

巴
拿
马
总
统

“我把大家带到坑里了”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4 月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
举，但她不仅没能如愿争取到更多民意支持，反倒令
保守党丢掉议会下院的多数优势。12日，她在保守
党议员的内部会议上认错、道歉，寻求谅解。

12日，保守党普通议员组织“1922委员会”在议
会召开会议。一些保守党议员会后向英国媒体透露，
会议刚一开始，特雷莎·梅就“悔过”，表示将为选举失
利担责。

她说：“是我让我们到了这步田地，我也要带领大
家从这里走出去。”

一些议员说，她的表态赢得大部分党内议员的认
可，认为她有能力继续带领保守党执政。一名议员
说，当她表态认错，会议气氛立刻升温，“我们都非常
以她为傲，喜爱、尊敬她”。

路透社报道，会议上没有出现对特雷莎·梅继续
担任党首的异议，保守党目前无意选新党首。一名议
员说：“她赢了，她就应该继续当首相。”另一名议员透

露，特雷莎·梅表示，“只要我们
还愿意，她将继续为我们工作
（担任党首）”，在场议员们给了
她肯定的答复。

英国原定如期在本月19日
开始与欧盟的“脱欧”谈判。但
英国广播公司援引英“脱欧”事
务大臣戴维·戴维斯的话报道，
谈判可能无法按期举行。此
外，英国女王原定于同日发表
演讲、宣布新内阁施政纲领。
但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女王发
表演讲日期也将推后。

特雷莎·梅的发言人说，她
在“脱欧”谈判中的立场不会因
大选结果发生改变，例如将每
年移民净人数控制在10万人以
下的政策不会更改。戴维斯也
说，如果就分手协议与欧盟其

他27个成员国谈不拢，英国抬腿一走了之也是有可能的。
在“1922委员会”会议上，特雷莎·梅承认，需要为“脱欧”凝

聚更广泛的共识，并表示她将听取党内各派关于“脱欧”的意
见。但保守党内显然对“脱欧”存在“软”“硬”之争。

保守党苏格兰党团领袖露丝·戴维森便主张“软脱欧”。她
在与特雷莎·梅会面后对媒体说：“随着我们继续向前走，‘脱
欧’主张可以有一些变化……应确保‘脱欧’利于整个国家，确
保我们可以奉行自由贸易。” 新华社特稿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2日召开就任后首
次全体内阁会议，却遭到与特朗普关系不佳的美国
主流媒体吐槽，称会上奉承之词满天飞。

会议开头向媒体开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在报道中说，按照惯例，这一时段通常平淡无奇：记
者拍照，总统简短发言，但不回答提问。不过，特朗
普的首次内阁会议“非常与众不同”。

首先，特朗普发言，历数就任将近 150天以来
的政绩。“我想说，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美国）总
统，比如经历了大萧条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没有谁
像我们一样让这么多法案获得通过，像我们一样干
了这么多事……我们大获成功。”

然而，美国媒体不这么看，指出特朗普虽然签
署了大批行政命令，但是他所推动的主要法案不是
在国会遇阻，就是尚未提交。

更大的吐槽点还在后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说，其后内阁成员的发言才是这次会议“最奇葩”
的部分，与之相比，特朗普的自我肯定望尘莫及。

内阁成员们的发言充满对特朗普的溢美之
词，他报以微笑，没有说话。

副总统迈克·彭
斯 说 ，出 任 这 一 职
位“ 是 我 毕 生 最 大
的荣幸”；司法部长
杰夫·塞申斯表示，

“ 能 为 您 工 作 是 我
的荣幸”。

卫 生 与 公 共 服
务 部 长 汤 姆·普 赖
斯说：“值此至关重
要 之 时 ，能 在 您 的
领导下率领卫生与
公 共 服 务 部 ，是 难
以置信的荣幸。您
给 予 我 这 份 荣 幸 ，
我感激不尽。”

按 照 美 联 社 的
说法，所有这些赞美
恐怕都比不上白宫
办公厅主任赖因斯·
普 里 伯 斯 的 用 词 。

“总统先生，我谨代
表您身边的全体高级助手，感谢您给予我们为您工作的机会，
感谢您给予我们支持。”普里伯斯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一场景让人想起特朗普出任总
统前主持的知名电视节目《学徒》，应征者为了取胜，对特朗普
大加赞美。

特朗普的政治对手抓住机会，加入吐槽行列。国会参议院
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尔斯·舒默与助手拍了一段视频，模仿
特朗普与其幕僚之间的谈话，恶搞这名共和党籍总统。

舒默在推特上写道：“今天，我与历史上最优秀的助手团队
开了一场棒极了的会。” 新华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