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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习近平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纪念峰会

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上午在北京以视频方

式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

纪念峰会。 中国东盟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发表题为《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的

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

来，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 这30年，是经济全球

化深入发展、国际格局深刻演变的30年，是中国

和东盟把握时代机遇、 实现双方关系跨越式发

展的30年。我们摆脱冷战阴霾，共同维护地区稳

定。我们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共同发展繁

荣，让20多亿民众过上了更好生活。我们走出一

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迈向日益紧

密的命运共同体， 为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

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今天，我们正式宣布建立中国

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是双方关系史上新

的里程碑，将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习近平指出，30年来中国东盟合作的成就，

得益于双方地缘相近、 人文相通得天独厚的条

件，更离不开我们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作出

正确历史选择。

一是相互尊重，坚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平

等相待、和合与共是我们的共同诉求。我们率先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 ，中国在

东盟对话伙伴中最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

约》。 我们照顾彼此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路

径，以真诚沟通增进理解和信任，以求同存异妥

处分歧和问题，共同维护和弘扬亚洲价值观。

二是合作共赢，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国家

安定和人民幸福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我们坚定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始终聚焦发展主题，率先建

立自由贸易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共同

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促进

了地区融合发展和人民福祉。

三是守望相助，践行亲诚惠容理念。互帮互

助是我们的共同传统。 我们像亲戚一样常来常

往，重情义，讲信义，遇到喜事共庆贺，遇到难事

互帮衬。通过携手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

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挑战，强化了命运共同体

意识。

四是包容互鉴，共建开放的区域主义。多元

包容是我们的共同基因。 我们从东亚文明中汲

取智慧，以开放理念引领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平

等协商推进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 以包容心态

构建开放而非排他的朋友圈， 落实了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

习近平指出，30年的宝贵经验是中国和东

盟的共同财富， 为双方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遵循。 我们要倍加珍惜、长

久坚持，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指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

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东盟的好邻

居、好朋友、好伙伴。 中方将坚定不移以东盟为

周边外交优先方向， 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团结和

东盟共同体建设， 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区域架

构中的中心地位， 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地区和

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指出，不久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

九届六中全会， 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中国人民正满怀信

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前

行。中国发展将为地区和世界提供更多机遇、注

入强劲动力。 中国愿同东盟把握大势、 排除干

扰、同享机遇、共创繁荣，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落到实处，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

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

习近平就未来的中国东盟关系提出5点

建议。

第一，共建和平家园。和平是我们最大的共

同利益，也是各国人民最大的共同期盼。我们要

做地区和平的建设者和守护者， 坚持对话不对

抗、结伴不结盟，携手应对威胁破坏和平的各种

负面因素。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国际和

地区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中方坚决反对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愿同周边邻国长期友好相处，共

同维护地区持久和平。 中方支持东盟建设无核

武器区的努力，愿尽早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

区条约》议定书。

第二，共建安宁家园。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

明，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安全的孤岛，普遍安全才

是真正的安全。 中方愿启动“中国东盟健康之

盾” 合作倡议：包括再向东盟国家提供1.5亿剂

新冠疫苗无偿援助；再向东盟抗疫基金追加500

万美元，加大疫苗联合生产和技术转让，开展关

键药物研发合作； 帮助东盟加强基层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深化防务、反恐、海上联合搜

救和演练、 打击跨国犯罪、 灾害管理等领域合

作。 要共同维护南海稳定， 把南海建成和平之

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第三，共建繁荣家园。我不久前提出的全球

发展倡议契合东盟各国发展需要，可以与《东

盟共同体愿景2025》协同增效。 中方愿在未来3

年再向东盟提供15亿美元发展援助， 用于东盟

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下转A02版）

习近平向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11月22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四届世界

媒体峰会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 彼此影

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

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

责任。希望参会嘉宾围绕峰会主题深入探讨、增

进共识，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

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当日在北京开幕，主

题为“疫情冲击下的媒体发展战略” ，由新华社

主办。

消费市场渐恢复 食品饮料公司迎“价量” 大考

●本报记者 任明杰 高佳晨

“到底要不要提价，我们挺纠结的。 ” 某

食品饮料企业负责人日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坦言，“虽然成本上涨压力持续增大， 但我们

今年销量本来就不好， 所以担心提价会进一

步影响销量。 开了几次会讨论要不要提价、提

多少合适，但一直举棋不定。 ”

10月以来， 部分食品饮料上市公司在成

本压力下上调产品价格。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

日调研发现，消费市场逐渐恢复，但终端需求

尚未转旺， 多数公司对产品提价 “欲说还

休” 。 不少公司对于是否提价犹豫不决，已提

价的提价幅度也远小于成本上涨的幅度。 如

何在“价” 和“量” 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摆

在这些公司面前的一次大考。

原材料成本上涨

“我们的主要原料青菜头价格从去年的

每吨800元涨到今年的1100元至1200元。 之

前我们有一定库存，但三季度以来开始使用

高价购买的青菜头。 ” 涪陵榨菜相关负责人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11月14日，涪陵榨菜

宣布，基于成本上涨，公司上调部分产品出

厂价。

“今年以来， 食品饮料行业面临三大压

力：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提升和制造费

用增加。特别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促使下游企

业不得不通过提价予以应对。” 安井食品董秘

梁晨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以调味品行业为例。 调味品营销专业人

士陈小龙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相较于今年

年初，豆粕、大豆、味精、食盐等调味品的主要

原材料价格都上涨。 比如， 豆粕价格上涨了

36%。 另外，包装材料等价格也上涨，企业盈

利能力面临很大挑战。 ”

通常情况下， 产品提价能够直接提升毛

利率水平，修复盈利能力。 平安证券指出，在

调味品行业2017年的提价周期中， 提价主要

发生在第一季度， 第四季度行业整体盈利复

苏， 主流调味品企业的毛利率均值同比上涨

4.32个百分点。

不过，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虽然提

价能够提振盈利能力， 但很多上市公司对于

是否提价非常谨慎。 味知香董秘谢林华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的产品提价幅度低于

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 后期是否继续提价会

视具体情况而定。 ”

提价慎之又慎

“提价成功与否， 最终要看需求能否

支撑。 ” 东兴证券食品饮料行业首席分析

师孟斯硕指出，“价格终究由供需决定。 如

果需求比较疲软，提价不但不会提升业绩，

反而会影响销量，丢失市场份额。 所以，提

价是一把‘双刃剑’ ，企业需谨慎制定提价

策略。 ”

谢林华坦言：“经过多年的探索， 公司形

成了较为成熟的定价体系， 产品供应价格的

设定通常会考虑生产成本、目标利润率、市场

行情等因素。 这次我们的产品提价幅度低于

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 是因为充分考虑了终

端的接受程度。 ”

平安证券研究发现， 产品提价对于业绩

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一般需要大约1年的时

间才能体现， 业绩改善的程度最终取决于成

本端和需求端的情况。

陈小龙根据他对调味品行业的观察，

对提价能够推动企业盈利复苏持谨慎态

度。 他指出，今年以来，占调味品需求60%

的餐饮渠道恢复较慢，占比30%的家庭渠道

也比较疲软， 仅占比10%的食品加工渠道

表现稳定。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 企业对于提价要慎

重考虑，否则不但不能带来业绩回升，反而可

能积累经营风险。

多措并举消化成本压力

“今年以来，原奶价格上涨了不少，但过

去几年我们在自建奶源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原奶价格上涨的压力。 同

时， 不断优化产品结构， 提高中高端产品占

比，提升盈利能力，对应对成本上涨对业绩的

冲击有很大帮助。”伊利股份相关负责人向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下转A03版）

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加大

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

明确，加大纾困资金支持力度，帮助企业应

对原材料价格上涨、 物流及人力成本上升

等压力。 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研究适时出

台部分惠企政策到期后的接续政策。 灵活

精准运用多种金融政策工具， 加强再贷款

再贴现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中小企业。

A02

瞄准扩内需

投资消费再发力

临近年底，多地重大项目陆续开工，专

项债发行提速， 专家预计四季度基建投资

增速有望企稳回升。同时，一系列促消费政

策加快实施，消费有望迎来复苏窗口期。业

内人士认为，更多扩内需举措加快出台，将

不断激发经济发展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