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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兰 等 国 领 导 人

面对面会晤。作为维护
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
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
场 ， 中 欧 关 系 走 向 关
乎全球格局稳定和亚欧
大陆繁荣。中方始终视
欧洲为全面战略伙伴，
支持欧盟战略自主，希
望欧洲稳定繁荣，坚持
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
附 、 也 不 受 制 于 第 三
方。实践证明，中欧关
系保持向前向上势头，
坚持互利共赢，符合中
欧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
益。

唱响团结合作，
为共建周边家园凝聚
合 力 。 面 对 美 国 等 少
数国家执意推行所谓“
印太战略”，搞各种封
闭 排 他 “ 小 圈 子 ” ，
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冷战
思维和分裂对抗，支持
周边国家牢牢把命运掌
握在自己手中，共同抵
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
逆流。中国东盟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起步有力、
开局良好，双方持续推
进共建和平、安宁、繁
荣、美丽、友好的共同
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分
别同印尼、泰国领导人
就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
体，构建更为稳定、更
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
泰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
共识。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全面实施，
雅万高铁、中马和中印
尼“两国双园”等“一
带一路”共建项目喜报
频传。大力建设中国东
盟 国 际 产 能 合 作 示 范
区，完成制定《数字经
济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
划（2021—2025）》，
推动尽早启动中国东盟
自贸区3.0版建设，同东
盟各国全面落实《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积极
推进“南海行为准则”
磋商。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并对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
访问，就各成员国加强
团结、推动本组织未来
发 展 提 出 重 大 倡 议 主
张。在中方推动下，成
员国元首发表关于能源
安全、粮食安全、应对
气候变化、供应链安全
稳 定 等 4 份 重 磅 声 明 。
越 来 越 多 国 家 申 请 加
入“上合大家庭”，充
分表明“上海精神”深
入人心，组织发展前景
被广泛看好。习近平总
书记同中亚五国元首共
同召开峰会，共同纪念
建交30周年，开启构建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新篇章。此外，中日就
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达
成五点共识，为双边关
系克服干扰健康发展明
确方向。中印保持沟通
对话，管控边境地区摩
擦，共同致力于两国关
系改善和发展。中韩庆
祝建交30周年，为“而
立之年”的中韩关系注
入新的活力。

秉持真实亲诚，
为发展中国家联合自
强作出贡献。中国始
终坚定站在发展中国家
一边，加强团结合作，
推动共同发展，维护共
同利益。南南合作走深
走实，我们全面落实二
十国集团缓债倡议，缓
债总额在二十国集团成
员中最大。提出数字创
新合作行动计划，缩小
南北国家间数字鸿沟，
呼吁发达经济体减少货
币政策调整的负面外溢
效应，将债务稳定在可
持续水平。中非合作广
度深度不断拓展，涉及
卫生健康、贸易投资、
数字经济、绿色发展、
能力建设、和平安全等
多个领域。我们提出“
非 洲 之 角 和 平 发 展 构

想”，率先支持非洲联
盟加入二十国集团。中
阿全方位合作迈上新台
阶。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首届中阿峰会、中海峰
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
问，展开新中国成立以
来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
动，引领中阿、中海和
中沙关系迈进全面深化
发展的新时代，为中阿
命运共同体建设规划了
前进路径，为中海战略
伙伴关系擘画了更大格
局。中拉深化战略性共
识。中国同阿根廷庆祝
建交50周年，同古巴启
动共建命运共同体，同
地区国家加强治国理政
经验交流和发展战略对
接 ， 务 实 合 作 不 断 拓
展。中国同太平洋岛国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
深 化 ， 同 建 交 岛 国 交
往“全覆盖”，打造应
急物资储备库等六大合
作平台。

坚持胸怀天下，
为完善全球治理展现
大国责任担当。面对
各种全球性挑战层出不
穷，中国积极参与和引
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
程。一年来，金砖“中
国年”取得丰硕成果。
作为金砖主席国，我们
主办160多场各领域金砖
活动，举行了30多场“
金 砖 + ” 活 动 ， 取 得 3 7
项重要务实成果，金砖
合作在全球影响力不断
扩大。金砖国家领导人
聚焦“构建高质量伙伴
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
时代”主题深入交流，
达成广泛合作共识。金
砖扩员进程开始启动，
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有
望加入金砖大家庭。一
年来，多边议程齐聚亚
洲，全球治理迎来“亚
洲时刻”。习近平总书
记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第十七次峰会、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
重要演讲，引领全球治
理方向，擘画亚太合作
蓝图，彰显中国理性、
自信、负责任的大国担
当。习近平总书记从宏
阔时空维度剖析人类重
大挑战，引导各方以团
结代替分裂、合作代替
对抗、包容代替排他，
倡议建设全球经济复苏
伙伴关系、大宗商品合
作伙伴关系。二十国集
团峰会制定的务实合作
项 目 清 单 涵 盖 中 方 提
出的15个合作项目及倡
议，充分体现中方对多
边主义的支持和投入。

不 畏 强 权 霸 凌 ，
为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
尊严构筑坚强防线。台
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
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
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
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红
线。针对美国众议长不
顾中方严正警告执意窜
台，我们坚决斗争、坚
决反制，显示了捍卫国
家 主 权 安 全 的 坚 定 意
志。170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表达了对一个中国
原则的有力支持。100多
个国家的政府、政党、
高官和多个国际组织公
开表态，支持中方维护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同
中国一起，共同站在历
史正确一边，站在公平
正义一边，一个中国共
识在国际上更加巩固。
我们在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第51届会议挫败美国
等西方国家提交的涉疆
决定草案，在联大三委
坚决回击假借人权挑动
事端的行径，展示中国
新疆的人权发展成就，
形成上百国支持我国正
当主张的强大声势。我
们对“民主与威权”的
虚假叙事予以揭露和反
击，指出其本质是挑动

国家对抗、分裂国际社
会，以所谓“民主”之
名，行干涉别国内政之
实。我们深入阐释中国
全过程人民民主成功实
践，守护真正的民主精
神 ， 倡 导 正 确 的 民 主
观 ， 在 国 际 上 激 浊 扬
清、明辨是非。世界上
反对垄断民主定义权、
反对以意识形态分裂世
界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践行外交为民，
为 维 护 同 胞 权 益 用
心用情用力。乌克兰
局 势 突 变 之 际 ， 党 中
央、国务院高度牵挂在
乌同胞安危。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过问，要求全
力 确 保 中 国 公 民 的 安
全。外交部第一时间启
动领保应急机制，实施
紧急撤侨行动，在战火
纷飞中安全转移5200多
名中国公民。我们妥善
应对了世界上一系列紧
急事态，及时发布安全
提醒，撤离高风险地区
侨民，全力营救遭绑架
人员。我们启动了“领
事 信 息 系 统 一 体 化 项
目”建设，推进“中国
领事”APP签证、公证
认证、海外公民登记等
功 能 上 线 工 作 ， 1 2 3 0 8
全年受理民众来电50余
万 通 。 中 国 与 尼 加 拉
瓜、多米尼克等国互免
签证协定生效，中国护
照“含金量”进一步提
升。我们下沉外交外事
资源，开展驻华使节地
方行、驻华使节步入国
企、“携手央企、对话
世界”等活动，拓宽中
外合作渠道。

三
中国外交过去一年

来的精彩与收获，正是
新时代十年驰而不息奋
斗与耕耘的缩影。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我们开辟
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