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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世界之问的“中国答案”

国际社会热议二十大：

习近平等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
10 月 23 日，刚刚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中外记者亲切见面。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中新网 10 月 23 日电
据 英 国 天 空 新 闻 网 23 日
报道，英国前财政大臣苏
纳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宣布他将竞选英国保守党
党首和下一任首相。

苏 纳 克 发 文 称 ，“ 英
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
我们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
机。这就是为什么我将竞
选成为保守党领袖和你们
的下一任首相。我要修复
我们的经济，团结我们的
党，为我们的国家奋斗。”

苏纳克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他希望帮助“引导经济度
过最艰难的时期”，并“团结”
保守党。他还表示，自己会

“日复一日地完成工作”。
此前报道称，有意加入

选战者必须在当地时间 24
日 14 时前，争取到至少 100
名保守党议员的提名。英
国国会中有 357 名保守党
议员，这表示在第一轮投票
中，最多只有三名竞选人可
以通过这一门槛。

苏纳克竞选团队内部的消
息人士称，苏纳克已经获得了至
少100名保守党议员的支持。

中 新 社 北 京 10 月 23
日电历时 7 天的中共二十
大 22 日 闭 幕 。 国 际 社 会
持续关注二十大释放的中
国 发 展 新 信 号 。 多 国 政
要、专家学者接受中新社
记者采访时指出，当今世
界面临诸多全球性课题，

“ 世 界 怎 么 了 、我 们 怎 么
办”亟需新解答。中国以
自身实践参与全球治理，
二十大为世界之问提供了

“中国答案”。
中国的新征程也是世

界的新机遇
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

在 报 道 二 十 大 成 果 时 指
出，中共二十大概述了中
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大会
通过决议、对党章进行修
改，都是为了更好适应新
时代的发展。

“ 以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全
面 推 进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将开创一个崭新的时

代。”在尼泊尔农工党主席
比久克切看来，中共对国
家的发展愿景有着明确规
划，并正在朝着目标迈出
坚定步伐。

泰国泰中“一带一路”
研究中心主任威伦表示，
二十大向外界释放出中国
将稳定发展的预期，中国
发 展 不 仅 让 本 国 人 民 受
益，也会让世界民众受益。

“ 二 十 大 报 告 强 调 中
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说明中国对外开
放的步伐不会停止。”马来
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
理事长许庆琦认为，这必
将为世界各国与中国开展
经贸合作提供新机遇。

中国发展经验带给世
界更多启示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
报道指出，巴基斯坦驻华大
使莫因·哈克在接受采访时

坦言，中国在以人为本的发
展和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
成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启
示，尤其是在乡村振兴、工
业化、科技进步等领域的经
验值得学习借鉴。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名
誉教授大西广认为，共同
富裕是中国当前重要的奋
斗目标，这一目标在国际
上也有所实践。“中国提出
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帮助
发展中国家进步，正是实
现‘世界版共同富裕’的重
要实践。”

德国黑森州欧洲及国
际事务司前司长博喜文表
示，近年来，中国已被证明是
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
力，互联互通的世界从中国
的稳定增长中受益匪浅。

“在我看来，正是这不
同寻常的道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
模式对其他国家具有吸引

力，为其他国家开辟了更
广泛的交流借鉴机会。”俄
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
洲研究所“俄罗斯、中国、
世界”中心高级研究员安
德烈·达维多夫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
情，是携手应对风险挑战，
还是“大难临头各自飞”，
这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
选择。面对“建设一个什
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
个世界”的时代之问，二十
大也提供了“中国答卷”。

加纳通讯社发表评论
指出，二十大强调推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表明中
国正在积极解决中国和世
界面临的新问题和长期存
在的难题。

“ 世 界 大 国 不 仅 要 自
己发展，还要为整个国际

社会的安定和繁荣以及人
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作贡
献。”东日本国际大学客座
教授西园寺一晃表示，回
顾近现代史，一些国家的
发展是以牺牲他国利益实
现的。而中国提出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
共 同 发 展 提 供 了 有 益 经
验，展现了大国应有的责
任和担当。

“ 中 国 在 展 望 自 身 发
展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
更广泛的、面向国际社会
的展望。”韩国全球战略合
作 研 究 院 院 长 黄 载 皓 认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
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
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
同时也在寻求各国合作应
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
性发展的新道路。

中新社首尔 10 月 23
日电 中 共 二 十 大 22 日 在
北京闭幕。韩国全球战略
合作研究院院长、韩国外
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黄载皓接受中新社记者
专访时表示，二十大对中
国近十年的重大成就和宝
贵经验作出总结，并从战
略全局上对未来发展作出
规划，相信中国外交智慧
将为推动改善全球治理作
出重要贡献。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国对此有着相

当明确的认识和理解。”黄载
皓表示，国际形势日趋错综
复杂，世界舞台上的亚洲力
量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的变
革和调整，尤其是中国的综
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上
升。“可以说，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是时代的选择。”

在黄载皓看来，中国外
交的最大特点是重视前景蓝
图的规划和设定。“我认为，
过去十年，中国最大的外交
成就在于向世界提出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
中国在展望自身发展的同

时，也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
面向国际社会的展望。”

黄 载 皓 认 为 ，人 类 命
运共同体理念核心意识是

“ 你 中 有 我 、我 中 有 你 ”，
强调要同舟共济、合作共
赢，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
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
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
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
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
展的新道路。

黄 载 皓 注 意 到 ，二 十
大报告提出，促进世界和平
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并指出，中国坚持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
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
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
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
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
各国利益的汇合点。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
正在探索不断扩大同各国
的利益交汇点，不断提升伙
伴关系的含金量。”黄载皓
说，“我相信，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中国的外交智慧必
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
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韩国学者：中国外交智慧 将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
英国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发文宣布

参加保守党党首角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