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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天下
为公”“亲仁善邻、协
和万邦”“和衷共济、
守望相助”，是深深融
入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
基因和精神追求。在人
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
促进全球发展是中国始
终不变的坚守，中国以
实际行动，持续奏响与
世 界 交 融 发 展 的 新 乐
章。

“ 中 国 追 求 的 是
共同发展。我们既要让
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
人过得好。”真挚的话
语，深刻揭示今日中国
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
发展始终与世界紧密相
连。

中老铁路开通9个
多 月 来 ， “ 黄 金 大 通
道”作用日益显现——
泰国榴莲、柬埔寨芒果
搭乘“快车”进入中国
市场；货物运输覆盖老
挝、泰国、缅甸、马来
西亚、柬埔寨、新加坡
等国家和地区；国际货
运总值突破100亿元；
中老铁路与中欧班列在
中国完成测试贯通……
从东南亚到欧洲，设施
联 通 形 成 强 大 叠 加 效
应，成为中国与世界携
手发展的真实写照。

“ 中 方 提 出 全 球
发 展 倡 议 ， 是 在 向 全
世 界 分 享 中 国 发 展 经
验。”马来西亚太平洋
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逸
山表示，中国经济向高
质量发展转变，创新驱
动、绿色发展等理念日
益深入人心，各方期待
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和
理念。“全球发展倡议
建立在中国取得伟大成
就的基础上，将中国的
发展经验和愿景介绍给
世界，其内涵丰富，规
划了全球发展的蓝图，
契合当今世界的迫切需
要。”美国库恩基金会
主席罗伯特·劳伦斯·
库 恩 认 为 ， 中 国 提 出
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
发展注入“积极的正能
量”。

(四)向世界提供更
多公共产品

谋 大 事 者 必 先 观
大势。一种国际公共产
品的诞生，必然有其深
刻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
求。

随 着 全 球 化 深 入
发展，国际公共产品的
供给日益受到关注。然
而，纵观西方有关国际

公共产品的探讨，多侧
重于霸权稳定的视角，
难 以 摆 脱 零 和 思 维 的
窠臼。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气候变化、粮食安
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
危机的持续和叠加，部
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
呈现碎片化、低效化，
其有效性和务实性大为
减弱。

面对巨大的发展需
求和发展赤字，增强国
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紧迫
性更加凸显。

世 界 期 待 ， 中 国
在凝聚国际共识、推进
共同行动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正如习近平主席
指出：“世界那么大，
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
期 待 听 到 中 国 声 音 、
看 到 中 国 方 案 ， 中 国
不能缺席。”“这个倡
议 是 向 全 世 界 开 放 的
公共产品，旨在对接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推动全球共同发
展。中国愿同各方携手
合 作 ， 共 同 推 进 倡 议
落地，努力不让任何一
个国家掉队。”全球发
展倡议将发展问题置于
国际合作议程的中心位
置，是中国向国际社会
提供的又一重大公共产
品。

柬 埔 寨 首 相 洪 森
赞叹，全球发展倡议不
仅为全球合作注入新的
动力，也为发展滞后的
国家特别是遭受疫情重
创的国家提供了新的机
遇。

比 利 时 赛 百 思 中
欧商务咨询公司首席执
行官弗雷德里克·巴尔
丹认为，中国一直积极
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

品，全球发展倡议必将
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新
的机遇，有力推动疫后
全球经济复苏。

贫瘠的土地上长不
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
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
果。树立正确的安全观
才能实现普遍安全，才
能更好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2022
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
站在全人类安危福祉的
高度，郑重提出全球安
全倡议。“坚持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坚持尊重各
国主权、领土完整”“
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坚持重视
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
平 方 式 解 决 国 家 间 的
分歧和争端”“坚持统
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
统领域安全”……这一
倡议既展现出顶层设计
的宏观思维，又包含了
解决实际问题的微观视
角，既是奔着解决人类
安全的现实问题而去，
也是为了谋求世界和平
的长久之道。

凡益之道，与时偕
行，激荡共鸣。巴西联
邦众议院巴中友好小组
主席丹尼尔·阿尔梅达
说，某些大国不断挑动
好战情绪，寻求不合时
宜的霸权，长此以往将
严重威胁世界和平。“
人 们 期 待 全 球 安 全 倡
议、全球发展倡议及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
未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
有力保障。”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
兹认为：“全球发展倡
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契合
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必
将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

定与发展繁荣发挥重要
作用。”

“ 这 是 一 种 让 世
界共同行动的新方式，
让各国建立起利益共同
体，担负共同责任，创
造共同未来。”在英国
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
蒂芬·佩里看来，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
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事
业不断前进。

大 国 之 大 ， 不 在
于体量大、块头大、拳
头大，而在于胸襟大、
格局大、担当大。从推
动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到 呼 吁 构 建 全 球 发 展
共同体、全球安全共同
体 … … 中 国 不 限 于 一
时一事，不囿于一国一
域，顺势而为、主动而
为，统筹考虑全球发展
和安全问题，向世界提
供一系列公共产品，为
破解发展难题、完善全
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不断贡献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中
国力量。心合意同，谋
无不成。在2022年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上，这样
一幕令人难忘：来自世
界各地的76名年轻人并
肩前行，所过之处，一
幅世界各国人民休戚与
共、共克疫情、为梦想
激情拼搏的长卷徐徐铺
展，表达出携手同行、
共创未来的美好期许。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中 国 将 同 各 国 携 手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
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
容、合作共赢、共同繁
荣的发展格局，开创全
球发展事业更加光明的
前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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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全球发展事业更加光明的前景
中国心怀天下，推动全球共同建设发展（下）

2020年4月25日，在老挝首都万象北部的中
国电建水电十局中老铁路项目工地，中国管
理、技术人员参加体力劳动，进行高架桥桥

面系施工。（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