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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任”主

题，全球政商界和社会组织领导人在世界经

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共同探寻合

作抗疫和经济复苏良方。世界经济论坛日

前发布的《2021 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世

界经济复苏的不平衡将加剧国家间不平等，

领导力和全球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重要。国际社会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秉持

伙伴精神，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环环相扣，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

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必然选择。2008年国

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二十国集团临危受命，秉

持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把正在滑向悬崖的

世界经济拉回到稳定和复苏轨道，成就了团

结战胜分歧、共赢取代私利的创举。中国采

取负责任举措，为世界经济复苏发挥重要作

用。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美国需要中

国的支持与合作来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

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表示，“我坚信与中

国成功交往的唯一办法就是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有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率先实现经济增长

由负转正，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的重要引

擎。应当看到，中国是在开放合作中成为全

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的。

2020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

长 1.9%，全年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6.2%；

2020 年 ，中 美 双 边 货 物 贸 易 总 值 增 长

8.8%。绝大多数美国公司更加看好中国市

场，积极加大在华投资，希望继续成为“中国

经济增长的一部分”。事实充分表明，中美

双方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

经济下行的特殊时期，更能看到中美合

作的真正价值。2020 年，约 3500 家美国公

司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美国政府对中

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各界谋求对华合

作的声音压过了鼓吹脱钩的杂音。美中贸

易全国委员会和牛津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

的最新报告显示，如果美中贸易进一步紧张

以及两国经济脱钩，2022 年美国将减少 73.2
万个就业岗位，未来 5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可

能缩水 1.6 万亿美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会长克雷格·艾伦表示，对华贸易有助于美

国经济和就业增长、提升美国全球竞争力。

美国工商界和经济学家呼吁新一届美国政

府重建对华关系，防止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

体进一步脱钩。

“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将为包括星巴克等美国企业在内

的世界各国企业在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

空间。”中方的这一重要表态近期引起美国

各界的高度关注，充分表明合作是双方的共

同愿望。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为了更好联通国内

市场和国际市场，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

深层次上推进对外开放。可以预见，随着中

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

开越大，必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世界各

国企业创造更多合作机遇。

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迫切需要大国担

当。中美关系早已超出双边范畴，两国合作

好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在当

前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

不平衡的关键时刻，中美合作对世界经济的

拉动作用，是世界的普遍期待。美国媒体认

为，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

有利；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新冠

肺炎疫情加深国际社会撕裂，中美恢复合作

对世界至关重要……这样的声音在世界上

日益响亮。

中美经贸合作的新机遇是客观存在的，

关键在于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认识机

遇、把握机遇。值得强调的是，让经贸合作

重新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以全

局和长远利益为重，把握中美经贸关系健康

发展的方向，就能够不断增进中美两国人民

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

大国合作是世界经济复苏重要动力

经济下行的特殊时期，更
能看到中美合作的真正价值

1 月 29 日，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

话会落下帷幕。在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 多位政商界和社会组织领导人参加的为期

5 天的线上对话中，中国话题备受关注。从支

持、呼应习近平主席在对话会上发表特别致辞

时提出的中国主张，到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

及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再到称赞中国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担当

作为，充分彰显了中国理念和行动的世界意义。

“我们认为，只要是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

中国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并且做好。”在对话

会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承诺中国将继续积极参

与国际抗疫合作，继续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继续促进可持续发展，继续推进科技创新，

继续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是进入新发展

阶段、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

的真诚愿望，展现了中国愿同各国一道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世界经济论坛官方

发表的新闻稿指出，习近平主席的致辞是全球

合作的一次“历史性机遇”。

抗击疫情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任务。

世所共见，在全球抗疫行动中，中国展现了非凡

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向 150 多个

国家和 13 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为有需要

的国家派出 36 个医疗专家组，加入“新冠肺炎

疫苗实施计划”，承诺努力让疫苗成为各国人民

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中国同世界各

国携手合作、共克时艰，为全球抗疫贡献重要智

慧和力量。近一段时间以来，从亚马孙雨林到

安纳托利亚高原，从东南亚到外高加索，许多国

家采购中国疫苗。国际人士纷纷表示：“中国承

诺将继续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对各国共同

应对疫情严峻挑战意义重大”“我们需要一个来

自中国的方案，以重建和治愈世界”。

全球性挑战面前，尤其需要更好的全球治

理。国际观察人士纷纷指出，全球多边合作机

制正处于极脆弱状态，2021 年人类面对的一大

挑战就是修补全球治理的结构性缺陷。国与国

如何相处，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人类如何谋求长

远可持续发展等，都是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要思考的重要问

题，都是需要国际社会共同作出正确抉择、采取正确行动的事情。

中国坚定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持续向世界传递正能量。

“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中国

的态度一以贯之——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

好经济全球化走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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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期待并相信，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

济治理的中国，将能通过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

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并将以更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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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外界评论的那样，“中国主

动开放、逆势开放，是对经济全球化、对多边主义的最好支持，也为

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信心”。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以对话弥合分

歧、以谈判化解争端，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各

国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坚定一员，中国不断深化南

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缓解债务压力、实现经济增长作

出贡献。中国坚决全面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宣布力争于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

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需要付出极其艰巨的努力才能

实现的目标，这也是为人类谋福祉的大义。国际社会盛赞，中国主

张和行动正在引领世界走向“更积极的、更有希望的道路”。

时代呼唤应势而为、勇于担当者。把握关键之年，做好对全人

类有益的事情，这样的担当弥足珍贵。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边，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力促全球团结合作。世界共同见

证，中国倡导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

美丽的世界，言出必行，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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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倡导共建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言出必
行，矢志不渝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脱

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

程，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

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受到各国媒体高度关

注。外媒普遍认为，中国脱贫攻坚取得胜利

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推动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

消除贫困产生了示范效应。

农业高质高效——

“中国的可持续农业正
在逐步兴起”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保持粮

食生产稳定意义重大。意大利《晚邮报》日

前报道，中国是全球重要粮食作物的主要生

产国。2020—2021 年度中国的花生、水稻、

小 麦 和 棉 花 产 量 将 分 别 占 全 球 总 产 量 的

37%、29%、18%和 23%。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对中国发

展意义深远。

“中国的可持续农业正在逐步兴起。”澳

大利亚“对话”新闻网刊文说，中国各级政府

为发展有机农场提供支持，其措施的广度和

力度在全球都是罕见的。为进一步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中国政府提供了从有机认证、

技术培训到营销援助等全方位的公共服务，

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

化生产。

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报道了袁隆平海

水稻团队宣布于今年正式启动海水稻产业

化推广的消息。文章称，中国推广海水稻种

植有广阔空间，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打造成熟的技术体系，运用绿色的

生产方式，不仅能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稻

米，还有利于改善盐碱地周边的生态环境。

同时，海水稻的推广还可走向国际，帮助其

他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饥饿。”

乌干达《新愿景报》报道说，中国农业农

村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为非洲农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支持。文章说，中国专家指导乌干达

农科院开展苹果砧木繁育 150 万株；开展

“坡改梯”及天然集雨工程示范，提升了乌干

达农业部示范苗圃的生产能力；还建造了两

处以沼气为纽带的庭院生态经济模型……

“中国专家不仅传播了实用的农业技术，为

乌干达农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更

将真诚与友善带到了乌干达，受到当地政府

和农民的广泛好评。”

泰 国《暹 罗 日 报》网 站 刊 文 指 出 ，自

2013 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中国的脱贫攻

坚极大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成为全球最早

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

展中国家，为全球消除贫困树立信心。

乡村宜居宜业——

“致力于提升农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

“新鲜的蔬菜、可口的水果、饱满的大米

……在不久前举行的云南数字农业发展暨

重大科技成果推介会上，中国云南省展示了

利 用 现 代 农 业 信 息 技 术 生 产 的 优 质 农 产

品。”非洲通讯社近日一篇报道介绍了云南

省加快农业技术转化的案例，指出当地引导

甘蔗原料生产向适宜区域集中、蔗糖加工向

龙头企业集中、优势资源向蔗糖产业集聚，

实现规模化发展。

南非《索韦托人报》报道称，中国一方面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释放城镇化和

工业化活力，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污染防治、发

展绿色农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百姓富

与生态美的统一，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

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菲律宾《马尼拉公报》新闻主编伊莎贝

尔认为，中国拥有广袤的农村地区和庞大的

农业人口，农业农村发展状况对中国发展非

常关键。近年来，中国农村地区的面貌发生

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卫生、医

疗、教育等保障不断完善，农村环境越来越

好，致富之路也越走越宽。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一直高度重

视农民利益，致力于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南

非独立传媒网站报道说，中国已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农村生

态文明建设将进一步加强。

阿根廷《第十二页报》日前刊登拉丁美洲

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迭戈·马索

孔内的文章指出，中国乡村建设与发展政策

有的放矢，将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强化公共机

构、私营企业和教育部门合作，促进良性循

环，让贫困家庭孩子接受更多教育，让贫困劳

动力更好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促进贫困人口

稳定就业，有效提升了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

农民富裕富足——

“农村创新创业气氛活
跃，乡村生活多姿多彩”

“海拔 1800 米的老姆登村，拥有傲人的

自然风光，聚居着能歌善舞的怒族人，这里

曾是中国少有的深度贫困地区。近年来，随

着当地公路通车、机场启用和配套设施改

善，老姆登村走上了‘旅游致富路’。”近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了云南老姆登村脱

贫致富的故事。文章称，为发挥区域旅游优

势 ，带 动 更 多 地 区 脱 贫 ，云 南 省 打 造 总 长

3200 公里的大滇西旅游环线，串联起沿线

上千个旅游资源点。

巴基斯坦乌尔都语观点网站发文称，

乡 村 旅 游 、休 闲 康 养 、电 子 商 务 等 新 产 业

新 业 态 ，拓 展 了 农 民 就 业 增 收 空 间 ，为 中

国乡村振兴开辟了新路径。“中国农民收入

不 断 增 长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差 距 继 续 缩 小 。

中国推动农村产业化和生态化发展，培育

新的产业和经营方式，并鼓励农民发扬创

新精神。”

瑞士《新苏黎世报》刊文称，由于互联网发

展带来的消费习惯变化，“云经济”给中国农民

打开了致富新视野，为农村地区发展带来巨大

机遇。近年来，网络直播等开创了农产品销售

的新模式，将偏远地区的农产品介绍到更广阔

的市场，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新特征。

南非《星报》注意到，电商发展对农民增

收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2019 年，中国农

产品网络销售额接近 4000 亿元人民币。“亮

眼 的 成 绩 背 后 是 中 国 农 村 通 信 设 施 的 改

善。”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农村物流条件不

断改善，来自边远地区的农特产品可以直达

消费者手中。“特别是随着返乡入乡创业发

展，带动了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农村创

新创业气氛活跃，乡村生活多姿多彩。”

意大利“农业新闻网”评论称，中国正将

创新理念运用到农业发展领域，特别是提升

农产品贸易的数字化水平，保障农产品贸易

高质量发展。中国发达的电子商务为农民

销售农产品开拓了广阔的数字平台，帮助乡

村脱贫致富。

（本报北京、罗马、曼谷、约翰内斯堡 1
月 29日电）

外国媒体积极评价中国“三农”建设—

为全球消除贫困树立信心
本报记者 颜 欢 韩 硕 赵益普 李滢嫣

本报北京 1月 2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29 日在北京视频会见第七十五届联大

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机制共同主席、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维罗

涅卡和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勒萨尼。

杨洁篪表示，中国坚定奉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中方

一贯支持安理会进行合理、必要改革，增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性和发言权。中方将同各方一道坚定维护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

谈判作为主渠道讨论安改问题。

维罗涅卡和阿勒萨尼表示愿就安理会改革问题与中方密切沟

通，坚持在政府间谈判框架下聚焦各方共识，维护对话协商势头。

杨洁篪会见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机制共同主席

■外媒看中国R

本报北京 1月 29日电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29 日同法国总

统外事顾问博纳共同主持第二十一次中法战略对话。

王毅说，双方要继续在两国元首战略指引下，充分用好对话机

制，推动中法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主权

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等政治基础，巩固战略互信，不断

增强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

更多正能量；加强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创新合作，实现强强联合、优

势互补，开拓更多第三方合作，为两国下阶段合作注入新内涵。

王毅表示，中方支持欧盟坚持战略自主，这符合欧盟国家共同和长

远利益。双方应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推动形成更多国际共识，同时

警惕以多边主义之名，在国际上搞“小集团”“小圈子”，搞“伪多边主义”。

博纳表示，法方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希望继续同中方就疫苗合

作、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协

调。法方支持欧中开展高水平合作，愿继续同中方一道共同推进

欧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双方一致表示，中欧如期完成投资协定谈判释放了重大利好，

愿加快推进批约等后续工作。

王毅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共同主持中法战略对话

1 月 29 日，随着“永康”轮在天津港集装箱公司码头离泊，天津

港集团 2021 年首条“一带一路”直航新航线开通运营。

此次开通的“一带一路”东南亚直航新航线由 5 家公司联合运

营，投入运力为 4 条 2500 至 2700 标准箱船舶，进行周班运营。航

线从天津港出发，到达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巴生等港口。随着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活跃，京津冀和“三北”腹地的企业

与东盟国家贸易合作更加密切，海运需求前景广阔。

本报记者 靳 博摄

一带一路新航线

本报北京 1月 29日电 1 月 29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

同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通电话。

西亚尔托表示，匈牙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持续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欧中关系发挥积

极作用。匈牙利已批准中国疫苗紧急使用授权，并同中国企业达

成疫苗采购意向。中方疫苗将帮助匈方拯救更多生命，加快复工

复产和经济复苏。匈方感谢中方在疫苗合作方面给予的大力支

持，希中方加快审批程序，为匈方在华采购疫苗提供便利。

王毅说，很高兴获悉匈方批准进口中国疫苗，中方高度重视匈

方加强两国疫苗合作的迫切愿望。匈方愿意采购中国疫苗，体现

了匈方对中国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认可和信任，也体现了双方

在困难时互施援手的优良传统。中方将从中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出发，积极推动中国企业向匈方出口首批疫苗。相信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疫苗合作一定能成为两国抗疫合作的升级版。

王毅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双方各领域合作，乐见更多中

国企业赴匈投资兴业。中方也希望匈牙利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和中欧关系向前发展。

王毅同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