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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全球治理
的中国方案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
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
推动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大势所趋。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
办，中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
化。

这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和建设的主动作为——

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
额和投票权跃居第三位，到发起成立
亚投行、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
再到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货
币篮子……中国已从全球金融体系
的普通参与者，转变为公共产品的提
供者和变革的“发动机”。

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和胸
襟——

中国在《巴黎协定》达成、生效、
落实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支持《生
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等多边议程；率先发布《中国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
案》；多次提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
国际主张，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
策体系……

2016年9月，钱塘江畔，大潮涌
动。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全面阐释中国的全球
经济治理观。发展，在此次峰会上第
一次被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
位置。

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会
议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从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到金砖国家领导
人会晤，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到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从博
鳌亚洲论坛到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北
京世园会，从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领导人峰会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
……一场场主场外交，记录着中国推
动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不凡历程。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共建
“一带一路”；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从深化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共
同发展，到支持世界抗疫、打造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一项项倡议主
张，一个个实际行动，彰显中国作为
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
国际秩序维护者的作为和担当。

登高望远天地阔，纵横捭阖自从
容。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站
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
一边，必将不断开创新局面、开辟新
境界，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方位开展

新华社电 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
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
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
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
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创新。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
想为指引，中国外交牢
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
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
线，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旗帜，在世界
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
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
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
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为人类前途命运
指引方向

2015年9月，纽约联合国总部，第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鲜明指
出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
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到2017年在日内瓦万国宫，再到2019
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深入
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高票通过！2021年11月，“人类命
运共同体”写入第76届联合国大会裁军
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
器”决议。这是联大决议连续5年写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从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载入中国

共产党章程和国家宪法，到多次写入联合
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重要文件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
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总目标，得到国际社会
日益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
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
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
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
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
大公约数。

2022年9月，中亚，习近平主席对哈
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其间，习近平主席分别同两国元首
就在双边层面启动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
达成重要共识。

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到印
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再到柬埔寨、老挝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同中国构建命
运共同体，中国倡议的世界意义和实践伟
力日益彰显。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类
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物质，
还在于提出了什么理念。”希腊前总统帕夫
洛普洛斯如是评价。第71届联合国大会
主席彼得·汤姆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走出一条国
与国交往新路径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
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
是习近平主席为“国际关系向何
处去”给出的中国答案。

新时代，中国高举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和
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
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伙伴
关系。

在运筹大国关系方面，中
国致力于推进大国协调与合
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
大国关系框架：推进中俄新时
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明
确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三点原
则，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
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在周边外交方面，召开新
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
作座谈会，按照亲诚惠容理念
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
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
系，稳定周边战略依托，打造周
边命运共同体。

在同发展中国家交往方面，
从非洲到中东，从拉美到太平洋
岛国，众多发展中国家都流传着
习近平主席同大家平等交往、共
谋发展的佳话。中国秉持正确义
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广大
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整体合作
机制实现全覆盖。

这些年，习近平主席先后40
多次出访，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
在国内外主持和出席一系列重大
多边外交活动，接待访华国际政
要数百位，同各国社会各界保持
广泛接触，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不断开创新局面。

如今，中国已同181个国家
建立外交关系，同11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
关系。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我
们的朋友遍天下！”

谱写开放合作的
时代篇章

2022年1月，全球疫情延宕反复、世
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加剧之时，习近平主
席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
发表演讲强调：“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
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
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

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中
国致力于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
迷茫困顿的世界注入强大信心与动力。

2013年金秋，习近平主席在出访
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
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
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
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
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
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
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
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习近平主席
深刻指出。

2021年12月3日，老挝全国上下
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当天，中老铁路
正式开通运营。

中老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至老挝
万象，全长1035公里。作为两国共建

“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这条铁路的开
通，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的
梦想终于成真。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
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9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实
打实、沉甸甸的成就：雅万高铁、瓜达尔
港等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扎实推进，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
基本形成；因为“一带一路”，马尔代夫
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白俄罗斯有了自
己的轿车制造业，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
钢厂重现辉煌……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同140多个
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
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
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
国际合作平台，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20212021年年1212月月33日日，，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是这是““澜沧号澜沧号””动车组通过动车组通过
中老友谊隧道内的两国边界中老友谊隧道内的两国边界（（20212021年年1010月月1515日摄日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