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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提醒
中国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新华社电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馆 26日发布公告，提醒在印尼的中国公
民和企业注意防范地震灾害。

中国驻印尼使馆在其官方微信公共
号“平安印尼行”上说，印尼地处环太平
洋地震带，地震、海啸等地质灾害频发。
使馆提醒在印尼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注意
防范地震灾害，密切关注地震预报信息，
保持通信设备畅通，做好应急准备。如
遇地震，应保持镇静，就地避震。如遇重
大紧急情况，应及时与中国驻印尼使领
馆联系。

湖长制将与河长制“四统一”
新华社电 湖长制目标任务将纳入

河长制，实现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落
实、统一考核，实现有机衔接、共同见效。

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卫生计生委、林
业局 26日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进一
步实施湖长制各项工作，确保今年年底
前全面建立湖长制。

水利部部长陈雷说，要逐个湖泊明
确各级湖长，今年年底前全面建立省市
县乡四级湖长体系。要界定各级湖长职
责。湖泊最高层级的湖长是该湖泊第一
责任人，对湖泊的管理保护负总责。其
他各级湖长对湖泊在本辖区内的管理保
护负直接责任。要做好与河长制的有效
衔接。统筹抓好河长制与湖长制实施工
作，统筹加强河流与湖泊管理保护，将湖
长制目标任务纳入河长制，实现统一部
署、统一推进、统一落实、统一考核，实现
有机衔接、共同见效。河长制办公室要
承担好湖长制组织实施工作，落实湖长
确定的事项。

外交部：重视一切和平解决
朝鲜半岛问题的努力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6
日表示，中方重视一切有利于以政治外
交方式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努力。

有报道称，25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
格呼吁通过重启六方会谈或举行美、中
主导的单独论坛达成关于半岛未来的协
议，这将是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最佳路
径。他还表示，不相信朝方会放弃核武
换取美韩暂停联合军演，“双暂停”倡议
将无法推进。

华春莹在26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相关提问时说，半岛问题的本质是
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对话平衡解决各方
的合理安全关切。半岛问题的核心是朝
美矛盾，需要朝美作为直接当事方接触
对话。

华春莹表示，六方会谈虽然遭遇困
难，但仍是重要平台，关键是如何“重
启”。中方去年提出的“双暂停”倡议和
“双轨并行”思路，实际上就是希望寻找
打破僵局的突破口，为各方实现对话架
起桥梁、打通道路。

白皮书说，中国支持和鼓励企业与
北极国家合作开发北极旅游资源。北极
旅游是新兴的北极活动，中国是北极游
客的来源国之一。中国支持和鼓励企业
与北极国家合作开发北极旅游资源，主
张不断完善北极旅游安全、保险保障和
救援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各国游客的安
全。坚持对北极旅游从业机构与人员进
行培训和监管，致力于提高中国游客的
北极环保意识，积极倡导北极的低碳旅

游、生态旅游和负责任旅游，推动北极旅
游业可持续发展。

白皮书说，中国坚持在尊重北极地
区居民和土著人的传统和文化，保护其
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以及尊重北
极国家为加强北极地区居民能力建设、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教育和医疗水
平所作努力的前提下，参与北极资源开
发利用，使北极地区居民和土著人成为
北极开发的真正受益者。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

中国愿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
新华社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

日发表《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这是
中国首次就北极政策发表白皮书。

白皮书全文约9000字，除前言、
结束语外，共包括四个部分，分别为北
极的形势与变化、中国与北极的关系、
中国的北极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中国
参与北极事务的主要政策主张。

中国积极推动
北极科学考察和研究

白皮书说，中国尊重北极国家对
其国家管辖范围内北极科考活动的
专属管辖权，主张通过合作依法在
北极国家管辖区域内开展北极科考
活动，坚持各国在北冰洋公海享有
科研自由。中国积极开展北极地
质、地理、冰雪、水文、气象、海冰、生
物、生态、地球物理、海洋化学等领
域的多学科科学考察；积极参与北
极气候与环境变化的监测和评估，
通过建立北极多要素协同观测体
系，合作建设科学考察或观测站、建
设和参与北极观测网络，对大气、
海洋、海冰、冰川、土壤、生物生态、
环境质量等要素进行多层次和多
领域的连续观测。中国致力于提
高北极科学考察和研究的能力建
设，加强北极科考站点和科考船只
等保障平台的建设与维护并提升其
功能，推进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的
建造工作等。

白皮书表示，中国支持和鼓励北
极科研活动，不断加大北极科研投
入的力度，支持构建现代化的北极
科研平台，努力提高北极科研能力
和水平。

白皮书说，中国鼓励发展注重生
态环境保护的极地技术装备，积极参
与北极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深
海远洋考察、冰区勘探、大气和生物
观测等领域的装备升级，促进在北极
海域石油与天然气钻采、可再生能源
开发、冰区航行和监测以及新型冰级
船舶建造等方面的技术创新。

中国鼓励企业参与
北极航道基础设施建设

白皮书说，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
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
之路”。中国鼓励企业参与北极航道
基础设施建设，依法开展商业试航，
稳步推进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利用和
常态化运行。中国重视北极航道的
航行安全，积极开展北极航道研究，
不断加强航运水文调查，提高北极航
行、安全和后勤保障能力。切实遵守
《极地水域船舶航行安全规则》，支持
国际海事组织在北极航运规则制定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主张在北极航
道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方面加强国
际合作。

据白皮书介绍，北极航道包括东
北航道、西北航道和中央航道。全球
变暖使北极航道有望成为国际贸易
的重要运输干线。

白皮书说，中国尊重北极国家依
法对其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行使立
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主张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和
一般国际法管理北极航道，保障各
国依法享有的航行自由以及利用北
极航道的权利。中国主张有关国家
应依据国际法妥善解决北极航道有
关争议。

白皮书说，中国愿参与北极油气
和矿产等非生物资源开发。中国尊重
北极国家根据国际法对其国家管辖范
围内油气和矿产资源享有的主权权
利，尊重北极地区居民的利益和关
切，要求企业遵守相关国家的法律并
开展资源开发风险评估，支持企业通
过各种合作形式，在保护北极生态环

境的前提下参与北极油气和矿产资
源开发。

白皮书说，北极富含地热、风能等清
洁能源。中国致力于加强与北极国家的
清洁能源合作，推动与北极国家在清洁
能源开发的技术、人才和经验方面开展
交流，探索清洁能源的供应和替代利用，
实现低碳发展。

白皮书说，中国愿加强与北冰洋沿
岸国合作研究、养护和开发渔业资源。
鱼类资源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出现
向北迁移趋势，北冰洋未来可能成为新
渔场。中国在北冰洋公海渔业问题上
一贯坚持科学养护、合理利用的立场，
主张各国依法享有在北冰洋公海从事
渔业资源研究和开发利用活动的权利，
同时承担养护渔业资源和保护生态系
统的义务。

白皮书说，中国支持就北冰洋公海

渔业管理制定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协
定，支持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建立
北冰洋公海渔业管理组织或出台有关制
度安排。中国致力于加强对北冰洋公海
渔业资源的调查与研究，适时开展探捕
活动，建设性地参与北冰洋公海渔业治
理。中国愿加强与北冰洋沿岸国合作研
究、养护和开发渔业资源。中国坚持保
护北极生物多样性，倡导透明合理地勘
探和使用北极遗传资源，公平公正地分
享和利用遗传资源产生的惠益。

中国愿参与北极油气和矿产等非生物资源开发

中国愿加强与北冰洋沿岸国合作开发渔业资源

中国支持企业与北极国家合作开发北极旅游资源

中国“雪龙”号北极考察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