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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回应美国涉南海问题言论时表示

APEC不是讨论有关
敏感问题的合适场合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 靳若城 李汶羲）外交部发言
人洪磊 11日表示，亚太经合组织（APEC）不是讨论有关敏感问题
的合适场合。

当天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0日称，
亚太经合组织（APEC）主要是经济论坛，南海问题虽不在菲律宾
APEC领导人会议正式议程内，但仍可能在会议期间讨论。美国同
地区盟友和伙伴会晤时也将讨论该议题。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洪磊说，APEC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贸合作论坛，不引入政
治安全等敏感问题是各成员多年来达成的共识，也是APEC机制
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APEC不是讨论有关敏感问题的合
适场合，也不应为炒作敏感问题提供方便。

“我们注意到东道主菲律宾也表示，APEC会议不会也不应引
入政治安全等敏感问题。”洪磊说。

洪磊表示，希望各成员共同维护APEC经贸论坛性质，多发挥
建设性作用，聚焦区域经济发展和务实合作，营造积极良好氛围，
确保会议成功，为本地区繁荣、发展和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欧盟领导人态度谨慎未作评价

图斯克10日上午通过“推特”表示，收到
了卡梅伦关于改革欧盟的信函。他未对英
国提出的改革目标作出任何评价，但表示就
此问题的协商工作从当天起正式启动。

可以预计，图斯克将组织多场双边会
谈，对英国提出的改革目标展开协商。多轮
双边会谈将一直持续到23日，每轮会谈一方
是成员国代表，另一方是欧盟机构，图斯克
团队担任协调人。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马加里蒂斯·斯基纳斯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梅伦的欧盟改革目标
有些或许可行，有些难以达到，但取消欧洲移
民前四年社会福利这一要求绝对行不通。

分析人士认为，作为欧盟实力最为雄厚
的成员国之一，英国的退出将会大大减弱欧
盟在世界格局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仅
如此，英国脱欧举动也许会引起“连锁反
应”，带动其他成员国效仿，从而使欧洲的一
体化进程严重倒退。因此，对于卡梅伦的表
态，欧盟机构领导人的立场比较谨慎。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1000名守军战斗两年力保基地不失

叙政府军成功解除围困
叙利亚政府军 11月 11日与北部一座航空基地内的守军成功

会师，解救了这座被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先后围困
超过两年的军事设施。

克韦里斯空军基地位于叙北部阿勒颇省，2013年 4月开始被
反对派武装围困。“伊斯兰国”武装 2014年击败反对派武装后，继
续围攻这座基地。

基地内有守军大约 1000人，被围期间抵挡住反对派和“伊斯
兰国”武装多轮进攻。政府军曾试图解围，没有成功。

今年9月30日，俄罗斯开始在叙发动空袭，“伊斯兰国”武装遭
沉重打击，叙政府军趁势反击，再次试图为克韦里斯基地解围。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1日现场直播解围战斗。电视画面中，一
名参战政府军士兵说：“我们现在在基地里面，与我们的战友会师，
情况良好。”

报道说，政府军在当天的战斗中击毙数十名“伊斯兰国”武装
人员。另外，他们在基地周围发现了数以百计武装人员的尸体。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给基地指挥官打电话，称赞守军为
“英雄”，以“传奇般的方式”力保基地不失。

位于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解围作战中，政府军获
得了忠于巴沙尔的叙利亚什叶派民兵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增援。

解围克韦里斯空军基地堪称俄空袭“伊斯兰国”后政府军取得
的最大反攻胜利，基地守军避免了可能遭“伊斯兰国”屠杀的命运。

一些分析师说，克韦里斯基地今后可供俄军战机驻扎，从而有
利于叙政府军夺回第二大城市、阿勒颇省首府阿勒颇。

新华社特稿

美返还韩前总统赃款
美国官员11月10日说，美方已将韩国前总统全斗焕藏匿在美

国境内的超过100万美元“腐败赃款”返还给韩国。
这笔赃款在9日获返还。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杰·约翰逊10日

会晤韩国法务部长官金贤雄，向他表示“祝贺”。
美方说，此次归还的 113万美元显示了美国清查外国腐败高

官在美藏匿赃款的决心。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这笔赃款中的 72.6万美元为全斗焕

的儿子出售加利福尼亚州一处房产所得。全斗焕之子 2005年用
全斗焕贪污款购买了那处房产。所退赃款中另外 50万美元为全
斗焕儿媳在宾夕法尼亚州一笔商业投资的收益。

全斗焕 1979 年发动政变，1980 年上台，执政至 1988 年。因
1979年的“12·12”政变和 1980年“5·18”光州事件等，全斗焕 1997
年被韩国法院以叛乱、内乱和贪污受贿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并下令
追缴 2205亿韩元（约合 1.9亿美元）。同年 12月，全斗焕得到韩国
总统金大中特赦，1998年初获释，但依然必须退还赃款。

不过，全斗焕迄今只上缴了一小部分赃款，自称已“破产”，无
力归还。韩国检察部门不得不追查全斗焕借用亲属名义开设账
户、管理不法资金的行为。

韩国检方认定，全斗焕涉嫌通过家属和亲信以及空壳公司在
美国和韩国洗钱，企图将大量非法所得“漂白”。 新华社特稿

葡萄牙史上最短命政府下台
就职仅11天

据新华社里斯本11月10日电（记者 章亚东）葡萄牙政府施政
方案 10日在议会投票中被主要反对党社会党为首的新的联盟否
决，政府自动辞职。

以社会党为首的新的联盟各政党当天在议会辩论时分别向
议会提交了反对政府施政方案的动议。在辩论结束后举行的投
票中，有123票赞成反对政府施政方案的动议，从而否决了施政方
案。根据葡宪法，施政方案被否决意味着政府自动下台。

科埃略领导的少数派政府于上月30日宣誓就职，这也是葡自
1974年实行民主化以来最短命的政府。

据新华社柏林11月10日电（记者
何梦舒 兰熙）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
密特10日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去世，
享年96岁。德国及欧洲政界人士均对
这位资深政治家的离世表示哀悼。

德国总理默克尔10日傍晚在总理
府发表讲话说，与很多德国人一样，她
对施密特的去世“感到非常难过”。她
表示，施密特以坚定的意志通过了许多
艰难的考验，是“国际合作的先驱”。

德国总统高克向施密特的家人
致信表示哀悼。他在信中说，施密特
是一位“充满热情的理性思想家”，他
思想独立、勇敢、富有责任感，将为政
界后辈树立持久的榜样。

新华社记者当晚赶到施密特生
前位于汉堡市的住所看到，不断有当
地市民冒雨前来表达哀思，住所门口
的地上摆满了鲜花和蜡烛。市民普
蕾达告诉记者：“刚刚听到这个消息

时我特别伤心。我父母就是在他的
时代长大，从小父母就告诉我说他是
一位非常亲民的总理。他的形象一
直都在我们的心里。”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洲议会
议长舒尔茨、法国总统奥朗德等当天
均表达了对施密特的纪念以及对他
为欧洲一体化发展所作贡献的赞许。

施密特 1918年 12月 23日出生在
汉堡的一个教师家庭，曾先后担任联
邦德国国防部长、经济部长和财政部
长。1974年至1982年，施密特担任联
邦德国总理。他当政时期最重要的
成绩包括应对石油危机、打击恐怖主
义、推动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以及促
成北约“双重决议”出台。民调显示，
他是战后最受欢迎的德国总理之一。

在离开政坛后，施密特仍密切关
注和研究世界形势发展，并通过著
书、演讲等形式活跃于大众视野。

德国及欧洲政界人士悼念施密特

11月11日，在德国柏林，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右）在前总理施密
特的吊唁书上签字，德国总理默克尔（左）与总统高克在一旁站立。

新华社发

英国首相卡
梅伦11月10日就
英国留在欧盟的
条件发表演讲，提
出了改革欧盟的
四个目标。他表
示，如果这些条件
得不到满足，将不
排除英国通过公
投脱离欧盟的可
能性。

观察人士指
出，对于卡梅伦提
出的改革条件，欧
盟领导人的表态
较为谨慎。未来，
英国与欧盟之间

的“讨价还价”在
所难免。目前，预
测英国脱欧概率
为时尚早。

卡梅伦提出英国留在欧盟四项条件

卡梅伦10日在英国知名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
所发表演讲，首度全面公开阐述英国留在欧盟的条件
和目标。卡梅伦表示，在欧盟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
下，他将“全心全意”推动英国留在“改革后的欧盟”。

这四个目标包括：确保欧洲共同市场对英国等
非欧元区国家一视同仁；增强欧盟的竞争力，减少对
成员国经济的束缚；允许英国不参与欧盟政治一体
化进程，增强欧盟成员国议会的权力；控制欧盟进入
英国的移民，减少对欧盟人口自由流动原则的滥用。

卡梅伦说，对于英国民众来说，这四个目标可谓
是核心诉求。英国过去两个月的民调显示，支持留在
欧盟和退出欧盟的民众比例都在40%上下。

卡梅伦认为，与欧盟就上述条件重启谈判并非
“不可实现的任务”，相信英欧双方有耐心和善意来
达成一项新的协议。他警告，假如欧盟对英国上述
诉求“充耳不闻”，他不排除英国通过举行公投脱离
欧盟的可能性。卡梅伦曾经承诺，他所领导的保守
党政府将在2017年底之前，就英国是否脱离欧盟举
行一场全民公投。

当天，卡梅伦写信给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围
绕欧盟经济治理、竞争力、主权、移民四个领域，阐述
了英国希望欧盟做出改革的立场和诉求。

英国社会对待欧盟存在多个派别

分析人士认为，英国的疑欧倾向由来已久，其
背后有政治、经济、移民、历史、地理、文化等多重原
因。在政治上，英国不愿向欧盟“让渡”主权和立法
权；在经贸上，英国不愿被欧盟法令所束缚；在移民
问题上，英国主张限制移民的福利；而在历史上，作
为岛国，英国长期奉行“光辉独立”，身处欧洲，却不
认为自己属于欧洲。

近年来，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加快，其政治联
盟色彩越来越浓，有发展为“超级国家”的趋势。英
国加入欧盟主要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欧盟的政
治一体化让英国感到无法接受。

针对英国在欧盟的前景，英国社会存在疑欧
派、亲欧派、改良派等多个派别。

近年来，英国独立党等一些反欧盟右翼政党不
断壮大，支持率看涨，迫使英国主流政党调整对欧
政策以吸引基层选民。

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原本是坚定的亲欧派，反
对卡梅伦所提出的脱欧公投，但今年该党在大选中
失利，痛定思痛后决定“听从民意”，转而支持在
2017年之前就英国是否脱欧举行公投。

卡梅伦所领导的保守党内部也存在分歧。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11日就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不
幸逝世向德国总统高克和总理默克尔
分别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
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对施密特逝世表
示深切的哀悼，向施密特的亲属表示诚
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施密特先生

为德国国家建设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作
出了不懈努力，赢得了世人尊重。40年
前，施密特先生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
同开启了中德友好合作的大门，为中德
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中国人民珍视
中德友谊，愿同德国和德国人民一道，
共同开创中德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 11日就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不幸逝世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致唁电，代
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向
德方表示深切哀悼，向施密特家人表示
诚挚慰问。

李克强在唁电中表示，施密特先
生是德国的卓越政治家和领导人，

也是中德关系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
推动者，为促进中德两国友好与合
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不会
忘记。

李克强指出，德国是中国在欧洲
的重要合作伙伴。相信在双方共同努
力下，中德友好合作事业必将取得更
大发展。

习近平李克强就施密特逝世致唁电

2014 年 3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 访 问 德 国 期 间 会 见 了 施 密 特
和 中 德 建 交 时 的 德 国 总 统 里 夏
德·魏茨泽克。习近平称赞他们
长期关注和支持中国发展，是中

德关系开拓者和推动者，是中国
人民尊重的老朋友。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2013 年 5 月访德时，也会
见了施密特。

施密特逝世，是继新加坡建国

总理李光耀后，又一位见过中国五
代领导人的外国政要离世。史志钦
认为，历史造就了像基辛格、施密
特这样一批中国的“老朋友”。虽
然随着岁月流逝，一些“老朋友”会

离开我们，但随着中国发展，我们
也 在 各 国 不 断 结 交 新 的“ 老 朋
友”。中国的发展非常需要这些

“老朋友”支持。
新华社特稿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11月 10日逝世，享年96岁。
施密特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也是中德关系的开拓者和推动者，曾十几次访问中国。无论在任时还

是退休后，他长期致力于促进中德相互了解和合作，帮助西方客观、全面认识中国，不愧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我对中国的关注是一贯的。
我是中国的朋友。”施密特2004年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早在60年
代我就意识到，中国在不久的将来
会成为一个强国。”

1969年 10月，施密特出任联邦
德国即西德国防部长，把发展对华
关系纳入政治考量。1971 年 7 月，
时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秘密

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在西德政坛引
发震动。后来被称为“欧洲基辛格”
的施密特力促时任德国总理的维
利·勃兰特与中国建交。1972年 10
月，中国与西德建交。

1975 年 10 月，接替勃兰特出
任 总 理 一 年 多 的 施 密 特 首 次 访
华，成为两国建交后首位访问中
国的德国总理，也是唯一一位与

毛泽东主席见过面的德国总理。
在《理解中国》一书中，施密特回
忆道，毛泽东是一个令人难以忘
怀的人，“魅力四射，才华横溢，但
是坚定而执拗”。

这次访华时，到机场迎接施密
特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访华期间，两人几次会谈；与毛主席
会面时，邓小平也在场。施密特后

来回忆说：“我预感到邓小平将给中
国带来变化，因而对中国的兴趣更
大了。”

曾经专访过施密特的新华社前
驻柏林记者郑汉根认为，作为二战
后最受欢迎的德国总理之一，施密
特对中国的认识、理解和尊重，对之
后历届德国政府对华务实的态度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

施密特是个“中国通”，也是“中
国迷”，即使进入耄耋之年，行动不
便，依然穿梭往来于中德之间。

2004年末，经过大半年等待，郑
汉根终于在施密特位于德国联邦议
院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了专访。郑汉
根说，老人当时已经拄着拐杖，耳朵

有些不灵，每次回答提问都会思考片
刻，但说话条理清晰，思维依然活跃。

采访结束道别时，施密特一声
“郑先生”令郑汉根印象深刻。那个
“郑”字发音非常准确，显示施密特对
中国、对中国文化确实有一番研究。

1982 年卸任总理后，通过对中

国的实地参观和阅读文章等方式，施
密特不断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并对中
国悠久文明由衷地赞赏。他说：“古
代希腊、波斯、埃及以及印加的文明
早已消亡，而中国文化延续了数千
年，到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

郑汉根说，施密特告诉他，西方

年轻政治家应该多了解中国历史和
文化，这样可以避免对中国的偏见。

对西方有不少人认为中国需要
走西式民主道路，施密特颇不以为
然：“欧洲民主文化是三四百年前才
发展起来的，不应该把它完全渗入
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中。”

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
任史志钦教授说，在西方政界，施密
特是一位善于思考、倾听和了解世
界的政治家，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尤
其是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主要国
家。他持续关注中国几十年来的发
展，并发表众多介绍中国、分析中国
现状和未来的著述，有助于消除西
方对中国的一些偏见和误解。

在2004年出版的《未来的大国：明
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一书中，施密特
用专门的篇章论述中国的现状和未
来。对于一些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施密特直言：“我感觉不到这种威胁。”

2006 年 9 月，在《与中国为邻
——施密特访谈录》德国发行仪式
上，施密特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格
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中国面

临不少挑战，但发展是不可阻挡
的。中国是一个“好邻居”，德国人
应该研究、关心中国的发展，不应该
担心害怕中国崛起。

2008年6月，施密特在柏林一场
演讲中告诫西方，在与崛起中的中国
打交道时，“不要倨傲自负地在道德
和政治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他
强调，中国在技术、科学和经济上的

全面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中国的崛起
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西方应该接
受这一不可更改的事实”。

2014年末，施密特在为《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一书撰写的书评中说：

“毫无疑问，中国实现了传统与现代
化的和谐共存。中国五千年文化
中，实难发现帝国主义式思维的蛛
丝马迹，中国一直信仰和为贵。”

中德关系的开拓者和推动者

中国需要、也正在结交更多“老朋友”

“西方不应再对中国存有优越感”

缅甸政府承诺平稳移交权力
据新华社仰光11月11日电（记者 张云飞 庄北宁）缅甸总统

府 11日发表声明说，缅甸政府将与各方合作，确保在大选后保持
稳定与和平，将尊重人民的选择与决定，平稳移交权力。

在总统府发表声明几小时之前，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民盟）主
席昂山素季发表公告，请求与缅甸总统吴登盛、议长吴瑞曼和国防
军总司令敏昂莱大将见面会谈，提议以民族和解为基础，讨论如何
平稳实现人民通过选举表达的愿望。

就昂山素季的会谈请求，总统府声明说，相互合作与讨论将在
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最终选举结果之后进行。

缅甸国防军当天也发表声明说，关于昂山素季的会面请求，将
在大选有关事务结束后由双方商议决定。

当天早些时候，缅甸联邦议会议长兼人民院议长吴瑞曼通过
其“脸书”账号表示同意会晤。他表示，将在建设一个政治稳定、和
平、繁荣、昌盛国家的过程中予以合作。

缅甸 8日举行五年一次的全国大选，选举联邦议会和省邦议
会共 1100多名议员。截至 11日傍晚 6时，选委会已经公布 573名
当选议员名单，民盟获得其中490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