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 21 世纪的第三个十年，
国际关系中的一些动向令人担
忧：冷战思维沉渣泛起，强权政治
逆流横行，一些国家热衷于以意
识形态划线，打造地缘争夺的小
圈子。

“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
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
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民主不
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
民的权利”“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
着另一国必然失败”“扩大利益汇
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

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呼吁
践行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际
关系理念，为国与国和平和睦和
谐相处指明现实路径。

孙敬鑫认为，这些主张是对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呼应和
升华。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具普遍
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
际组织，中方在联合国讲坛上提
出上述主张，道出了国际社会绝
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心声。

“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
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
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
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三
个“只有”，习近平主席表达中方
对联合国事业和真正的多边主义
的坚定支持。

陈凤英表示，去年 9月以视频
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时，习近平主席强调了“只有一个

体系”和“只有一套规则”，此次又
加上“只有一个秩序”，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

“当前，个别国家打着‘重回
多边主义’的旗号，声称维护‘基
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把
自己的意志和标准强加于人，用
少数国家的‘帮规’取代国际社会
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则。习近平主
席重申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是正本清源。”她说。

今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
席位 50周年。50年来，中国以实
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
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

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又在“建
设者”“贡献者”“维护者”的基础
上，增加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这一新表述，进一步明确了新时
代的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定
位。

阮宗泽表示，“公共产品的提
供者”，中国当之无愧。无论是将

“一带一路”打造成为最受欢迎的
国际公共产品，还是始终致力于
推动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
品，近年来，向世界提供越来越多
的公共产品，已是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的一个鲜明特征。

“建设者、贡献者、维护者、提
供者，正是中国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边，不断迈向世界舞台中央，展
现负责任大国风范、担当的真实
写照。”阮宗泽说。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口
引领人类进步潮流潮流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重要讲话解读
□ 新华社记者 郑明达 王宾 成欣

“世界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坚信，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让我们坚定信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
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9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以大国领袖的担当
和胸怀，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为国际社会团结抗疫注入信心，为全球共同发展指引方向，为因应世界变局擘画
蓝图，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这是继去年出席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
系列高级别会议后，习近平主席再度出席
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人类社会
已被深刻改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每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必须以信
心、勇气、担当，回答时代课题，作出历史抉
择。”时隔一年，再次亮相联合国讲坛，习近
平主席把脉国际大势，用四个“必须”指明
人类前进的正确方向——

“我们必须战胜疫情，赢得这场事关人
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

“我们必须复苏经济，推动实现更加强
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我们必须加强团结，践行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

“我们必须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
泽说，战胜疫情、复苏经济、加强团结和完善
全球治理都是当前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
题。“习近平主席提出这四个‘必须’，有助于
各国政治领袖洞悉时代大势，采取符合本国
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

什么是各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中国现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说，习近
平主席在讲话中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
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对合作共赢的
追求更加坚定。”

陈凤英说，习近平主席面向各国政治家
提出四个“必须”，着眼的是全人类共同未来，
顺应了时代的呼声和人民的选择，展现了一
个大国领袖的勇气、责任与担当，有助于为
各国共克时艰提振信心。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
总钥匙，是实现人民幸福的
关键。

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冲
击，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首
次 提 出 全 球 发 展 倡 议 ——

“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

“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
向”，呼吁各方共同推动全球
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
段。

陈凤英表示，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这
六个“坚持”蕴含了中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宝贵经验，
呼应了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
活的强烈愿望，为各国聚焦
发展、团结发展、共同发展提
供了重要借鉴。

阮 宗 泽 认 为 ，六 个“ 坚
持”针对全球发展面临的突
出问题，系统阐释了为什么
要发展、向什么要发展，以及
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等
一系列关键问题，具有很强
的现实指导意义。

“ 实 现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
“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
“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
视的科技发展环境”“加快绿
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复苏
发展”“重点推进减贫、粮食
安 全 、抗 疫 和 疫 苗 、发 展 筹

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
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
领域合作”……围绕全球发
展中的诸多具体问题，习近
平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中
方主张。

陈凤英表示，这些主张
同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相契
合，体现了中国在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中知行合一，
特别是宣布“不再新建境外
煤电项目”，是中国为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自主采取的又一
重大举措，为各方树立了榜
样。

分析人士注意到，习近
平 主 席 在 讲 话 中 首 次 提 出

“ 构 建 全 球 发 展 命 运 共 同
体”。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
与世界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
孙敬鑫说，眼前的困难一再
提醒世人，人类是一个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
体 ，在 发 展 领 域 尤 为 如 此 。

“我们的观点是，在人类追求
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都不能少。”

“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
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在全球发展领域的具体体
现，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思想理论体系，必
将有力引领新阶段的全球发
展新实践。”孙敬鑫说。

勇担历史责任
回答时代课题

9月 18日，工作人员在科特迪瓦阿比
让国际机场转运中国国药集团供应的新冠
疫苗。中国国药集团通过“新冠疫苗实施
计划”供应科特迪瓦的81.6万剂新冠疫苗
分别于9月17日和18日运抵阿比让。

新华社发 伊万·宋 摄

这是2020年 7月 24日在老挝拍摄的中老铁路班纳汉湄公河特大桥。中老铁路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
联国”战略对接项目。 新华社发 潘龙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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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中国倡议
推动全球发展

弘扬多边主义
引领进步潮流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