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新社北京电 中 国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25 日 晚
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
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
对话会，并发表题为《让多
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
行之路》的特别致辞。习
近平强调，解决好这个时
代面临的课题，出路是维
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1
世纪的多边主义要守正出
新、面向未来，既要坚持多
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
原则，也要立足世界格局
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
战 需 要 。 要 坚 持 开 放 包
容，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
础，坚持协商合作，坚持与
时俱进。中国将继续积极
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实施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促
进可持续发展、推进科技
创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向着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不断迈进！

习 近 平 指 出 ，过 去 一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肆虐全球，全球公共
卫生面临严重威胁，世界
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人类
经历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
机。现在，疫情还远未结
束，抗疫仍在继续，但我们
坚信，寒冬阻挡不了春天
的脚步，黑夜遮蔽不住黎
明的曙光。人类一定能够
战胜疫情，在同灾难的斗
争中成长进步、浴火重生。

习 近 平 强 调 ，我 们 要
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四
大课题：

第 一 ，加 强 宏 观 经 济
政策协调，共同推动世界
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
包 容 增 长 。 既 要 把 握 当
下，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发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
支持，推动世界经济早日
走出危机阴影，更要放眼
未来，下决心推动世界经
济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
构调整，使世界经济走上

长 期 健 康 稳 定
发展的轨道。

第二，摒弃
意识形态偏见，
共 同 走 和 平 共
处、互利共赢之
路 。 各 国 历 史
文 化 和 社 会 制
度各有千秋，没
有 高 低 优 劣 之
分，关键在于是
否 符 合 本 国 国
情，能否获得人
民拥护和支持，
能 否 带 来 政 治
稳 定 、社 会 进
步 、民 生 改 善 ，
能 否 为 人 类 进
步 事 业 作 出 贡
献 。 没 有 多 样
性，就没有人类
文 明 。 差 异 并
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
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
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
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
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
各国应该在相互尊重、求
同存异基础上实现和平共
处，促进交流互鉴，为人类
文明进步注入动力。

第 三 ，克 服 发 达 国 家
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鸿沟，
共同推动各国发展繁荣。
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了，
整个世界繁荣稳定就会有
更加坚实的基础。国际社
会应该落实承诺，为发展
中 国 家 发 展 提 供 必 要 支
持，保障发展中国家正当
发展权益，促进权利平等、
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让各
国人民共享发展机遇和成
果。

第 四 ，携 手 应 对 全 球
性挑战，共同缔造人类美
好未来。类似新冠肺炎疫
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绝
不会是最后一次，全球公
共卫生治理亟待加强。加
大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
持续发展，关系人类前途
和未来。人类面临的所有

全球性问题，必须开展全
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
作。

习 近 平 指 出 ，世 界 上
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
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
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 要 坚 持 开 放 包
容，不搞封闭排他。多边
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
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
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
握 。 在 国 际 上 搞“ 小 圈
子 ”、“ 新 冷 战 ”，排 斥 、威
胁、恐吓他人，动不动就搞
脱钩、断供、制裁，人为造
成相互隔离甚至隔绝，只
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
抗。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
应 对 人 类 面 临 的 共 同 挑
战，对抗将把人类引入死
胡同。要坚守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

——要坚持以国际法
则 为 基 础 ，不 搞 唯 我 独
尊。国际社会应该按照各
国共同达成的规则和共识

来治理，而不能由一个或
几个国家发号施令。联合
国宪章是公认的国与国关
系基本准则，要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维护多边机构的权威
性和有效性。要坚持通过
制度和规则来协调规范各
国关系，反对恃强凌弱，不
能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
边主义之实。规则一旦确
定 ，大 家 都 要 有 效 遵 循 。

“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不应
成为我们的选择。

—— 要 坚 持 协 商 合
作，不搞冲突对抗。无论
是搞冷战、热战，还是贸易
战、科技战，最终将损害各
国 利 益 、牺 牲 人 民 福 祉 。
尊重和包容差异，不干涉
别国内政，通过协商对话
解决分歧。要摒弃冷战思
维、零和博弈的旧理念，坚
持互尊互谅，恪守互利共
赢的合作观。拒绝自私自
利的狭隘政策，要提倡公
平公正竞争，开展你追我
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
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
活的角斗赛。

——要坚持
与 时 俱 进 ，不 搞
故 步 自 封 。 21
世纪的多边主义
要 守 正 出 新 、面
向 未 来 ，既 要 坚
持多边主义的核
心价值和基本原
则 ，也 要 立 足 世
界 格 局 变 化 ，着
眼应对全球性挑
战 需 要 ，在 广 泛
协 商 、凝 聚 共 识
基础上改革和完
善 全 球 治 理 体
系。发挥世界卫
生 组 织 作 用 ，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要推进
世界贸易组织和
国际金融货币体
系 改 革 ，探 讨 制

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落
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
定》，落 实 联 合 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习 近 平 强 调 ，中 国 开
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将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
展格局，同各国一道，共建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
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

——中国将继续积极
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同各
国 分 享 疫 情 防 控 有 益 经
验，向应对疫情能力薄弱
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
及 的 帮 助 。 加 强 疫 苗 合
作，让疫苗真正成为各国
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
共产品。

——中国将继续实施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利
用疫情搞“去全球化”、搞
封闭脱钩，不符合任何一
方利益。中国始终支持经
济全球化，坚定实施对外
开放基本国策。促进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
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顺畅

稳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
带 一 路 ”，持 续 打 造 市 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发挥超大市场优势和
内需潜力，为世界经济复
苏和增长注入更多动力。

——中国将继续促进
可持续发展。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确保实现 2030 年
前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达 到 峰
值 、2060 年 前 实 现 碳 中 和
的目标。只要是对全人类
有益的事情，中国就义不
容辞地做，并且做好，用实
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

——中国将继续推进
科 技 创 新 。 加 大 科 技 投
入 ，加 强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
科 技 成 果 应 该 造 福 全 人
类，而不应该成为限制、遏
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
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思维
和举措推进国际科技交流
合作，同各国携手打造开
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
科技发展环境。

——中国将继续推动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你输
我赢、赢者通吃不是中国
人的处世哲学。中国坚定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积极发展同各国友
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南
南合作，更加积极地参与
全球经济治理，推动经济
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
向发展。

习 近 平 最 后 强 调 ，人
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
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无
论是应对眼下的危机，还
是共创美好的未来，人类
都需要同舟共济、团结合
作。实践一再证明，任何
以邻为壑的做法，任何单
打独斗的思路，任何孤芳
自赏的傲慢，最终都必然
归于失败！让我们携起手
来，让多边主义火炬照亮
人类前行之路，向着构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不 断 迈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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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
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
并发表特别致辞

新华社北京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 25 日在北京以
视频方式出席首届气候适应
峰会并发表致辞。

韩正表示，气候变化是
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
对气候变化需要统筹兼顾减
缓和适应。习近平主席在第
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辩论和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
中国碳达峰目标、碳中和愿

景以及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
度的新举措，展现了中方应
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一贯坚持减缓与适应并
重原则，通过实施《国家适应
气候变化战略》，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中国正在编
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将进一步强化国内适
应气候变化工作，全面提高
气候风险抵御能力。

韩正表示，今年是《巴黎

协定》全面实施之年，各国要
团结一心，共同强化适应行
动，携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新进程。一是脚踏实地，主
动落实《巴黎协定》。发达国
家应切实加大对发展中国家
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
支持。二是加大力度，提升
适应气候变化水平。各国应
当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
并执行国家适应计划，扩大
适应行动规模，增强适应行

动有效性和持久性，促进可
持续发展。三是精诚合作，
形成适应气候变化强大合
力。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
识，坚持多边主义，开展适应
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气候适应峰会由荷兰发
起举办，致力于推动各国政
府采取更多适应举措，减少
气候风险，增强气候韧性。
本届峰会以线上线下结合方
式举行。

韩正出席首届气候适应峰会并发表致辞 中新网北京 1 月 26 日电 中 国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赵 立 坚 26 日 在 例 行
记者会上说，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
能够吸取特朗普政府对华错误政策
的教训，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
美关系，采取积极、建设性的对华政
策，同中方相向而行，聚焦合作，管
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
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有 记 者 提 问 ，白 宫 新 闻 发 言 人
25 日表示，美国将与中国展开激烈
竞争，拜登将用“耐心”处理和中国
的关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过去几年特朗普
政府犯下了方向性的错误，将中国
视为战略性竞争对手，甚至是威胁，
并 据 此 采 取 了 一 系 列 干 涉 中 国 内
政、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行径，导致
中美关系出现两国建交以来的异常
严峻局面，这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
本利益。正如中方多次指出的，中
美作为两个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等方面，拥
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特殊的
重要责任。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
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
择。

“我们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能
够吸取特朗普政府对华错误政策的
教训，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美
关系，采取积极、建设性的对华政策，同中方相
向而行，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
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赵立坚说。

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拜登称
要确保中国公司不会滥用美国数据，要保护美
国数据安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中方一贯高度重视和积极致
力于保护知识产权，所作努力和成效是有目共
睹的。同时，中方认为，科技成果应该造福全人
类，而不应成为限制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
赵立坚强调，我们希望美方不要将科技问题政
治化、武器化，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抹黑，同
国际社会一道，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
科技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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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基星期一就中美关系回
答了记者提问，她称“中国
在国内越来越威权，在国外
越来越强势”，并认为中国

“伤害了美国工人，削弱了
我们的技术优势，威胁了我
们的同盟关系和我们在国
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她表
示华盛顿“正在耐心地寻求
与中国打交道的新方法”。

从普萨基的表态可以
看出，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认
识和定性与特朗普政府几
乎无异，普萨基强调“我们
正与中国展开激烈的竞争，
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 21 世
纪标志性的特征”。拜登政
府在意的只是“让中国承担
责任”的“新方法”。

华盛顿需要拉盟国一
起遏制中国，这的确是美国
两党在对华路线上的共识，
中国人需要真正静下心来，
面对中美关系长期严冬所
意味的种种挑战。

美方强调“耐心”，可能

有几层意思，包括拜登政府
视处理疫情等国内问题为
当务之急，他们希望先与盟
友充分沟通之后再与中国
谈，以及他们虽看不惯特朗
普 政 府 对 中 国“ 零 敲 碎
打”，但自己就怎么与中国
打交道也没有主意，等等。

既如此，我们认为中方
也不妨以耐心回应之。现
在中国的抗疫是全球主要
国家里最顺利的，我们的经
济恢复最强劲，国内高度团
结。主张缓和中美关系是
中国减少中美交往成本，以
及支持全球稳定的一份善
意，但我们并没有需要拜登
政府立刻帮忙解决的急迫
大项。对中美关系现状中
方已经形成很强的适应和
承受力，如果华盛顿不着急
调整，我们有什么可急的？

从中国一国之利的角度
说，中美关系好与不好除了要
看它导致的当前是非和牵扯
精力多寡，还要以中美竞争的
结果来审视。也就是说，如果

中美关系就这么僵持着，但不
打仗，而且结果是中国对美国
的相对发展速度更快了，两国
的实力差距不断因此而缩小，
那么这样的中美关系从战略
意义上就不能说是不好的。

要看到，特朗普团队在
四年里不断打压中国，搞各
种脱钩断链，但他们的弱华
企图一个都没有实现，而且
中国相对前进了一大步，美
国的综合战略损失则大得
多。所以说改善中美关系
就是中国的善意，它不是中
国被美国压得受不了了请
求华盛顿“高抬贵手”，这
一点美国的所有政治精英
都需要建立清醒认识。

中国的耐心需要体现在
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上，而这
早已是中国应对美方压力的
现实策略。中国要在中美关
系全面恶化的环境下保持强
劲发展，这已成为中国经济运
转新的战略指南。我们在国
内要继续踩改革的油门，对外
则要逆着美国的脱钩断链把

开放越搞越红火，这一切已在
中国系统性成形。

在最困难的 2020 年，外
国 在 华 直 接 投 资 又 增 长
4%，美国多家大公司计划
在华扩大投资，这些都证明
了特朗普政府对华路线已
经走进死胡同。

特朗普路线之魂就是鲁
莽地推动与中国战略对抗，
拜登政府要把美国带向新
路，但如果只做表层的项目
调整，不触动美国的战略思
维，那将是舍本求末，他们在
主要目标方向有可能搞成夹
生饭，或者是新瓶装旧酒。

如果看不到中国的发展
是这个人口大国在改革开放
条件下的必然浪潮，看不到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努力遵
守国际规则的诚意，也看不
到中国维护本国根本利益的
坚定决心和能力，那么美国
新政府就有重蹈特朗普政府
战略错误的危险。我们希望
拜登团队对华政策的实际情
况不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