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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充分
体现中国的发展智慧，为
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提供
了重要机遇

今 年 是“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提 出 8 周

年。8 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广受

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为参与国家和地

区打造了一个重要合作平台，为经济全

球化发展打开了新局面。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经济全球化深入

发展，将各国紧密联系起来。经济全球

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在

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资源配置不均衡、

发展失衡等问题。近年来，个别国家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范围内贸易

摩擦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共建“一带

一路”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经济全球化

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中东欧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积

极参与者。过去 8 年，中东欧国家与中

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成为维护

并践行多边主义的重要力量。中国企业

积极到中东欧国家投资，中东欧国家的

中小企业也在积极开拓中国市场。中欧

班列运行数量和货运量屡创新高，成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欧中贸易的重要

桥梁。2020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

总额首次突破 1000 亿美元。这些都是

共建“一带一路”为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经

贸合作带来的新气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许多中东欧

国家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帮助和支持，

中国也在中东欧国家医疗防护物资紧张

的时候提供大量援助，并与中东欧国家

积极开展疫苗合作，树立了团结抗疫的

典范。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积极开展抗疫合作，将“一带一路”

打造成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尝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中国的发展智慧，为相关国家

和地区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8 年来的实践表明，中东欧国

家与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框

架内实现共赢合作，为地区国家发展赢得了先机。展望未来，

在尊重彼此利益关切的基础上，中东欧国家同中国积极开展

对话合作，谋求互利共赢，不仅有利于维护多边主义，也有利

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作者为捷克科学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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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14日电 （记者潘俊强）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的 2021 年驻

华外交官“发现中国之旅”启动仪式暨北京

文旅资源推介会在京举行。来自希腊、阿尔

及利亚、阿联酋、朝鲜、黎巴嫩、马耳他等国

驻华大使及 34 个国家的 40 名外交官共同参

加活动。

推介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最新的北

京文化和旅游资源及相关政策。继北京首

场活动之后，驻华外交官们还将分赴重庆、

湖北、河南、贵州继续“发现中国之旅”。

2021年驻华外交官“发现中国之旅”系列活动启动

本版责编：邹志鹏 陈一鸣 任皓宇

据新华社华盛顿 10月 13日电 （记者许

缘、高攀）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

13 日发布联合公报，支持此前由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提出的双支柱包容性税改框架，以

建立更稳定、更公平的国际税收体系。

当天，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美

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线下会议。会后发布的联

合公报显示，财长和央行行长支持重新分配

跨国企业利润征税权和设立全球有效最低税

率的双支柱包容性税改框架，以应对数字经

济带来的税收挑战，建立更稳定、更公平的国

际税收体系。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支持全球企业税改

9 月 13 日至 10 月 11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

期间，中国代表团建设性参与各项人权议题

讨论，宣介中国人权理念和成就，坚定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促进国际人权合作，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

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宣介中国人权理念和成就

在本届人权理事会上，中国代表团共做

70 余次国家发言，全面阐释中国共产党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将人权普遍性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坚持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宣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全国人民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历史性

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人

权 成 就 ；宣 介《国 家 人 权 行 动 计 划（2021—

2025 年）》，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人权发

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

中方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坚决驳斥少数西方国家基于虚假信息和

谎言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无端指

责攻击，揭露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妄图破坏中国稳定、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图

谋。中国代表团举办“单边强制措施对新疆

人权享有的影响”主题视频交流会、“香港明

天更美好”主题视频边会等，介绍真相，戳穿

谣言，澄清谬误。

中方正义立场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近百个国家以共同发言、单独发言、联合致函

等方式支持中国，强调涉疆、涉港、涉藏问题

完全是中国内部事务，任何国家不得干涉。9

月 24 日和 27 日，在人权理事会有关议题讨论

中，继 65 国做支持中国的共同发言后，近 30
国单独发言支持中国，赞赏中国人权成就，呼

吁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势力

借涉疆、涉港、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委内瑞拉、老挝、斯里兰卡、朝鲜、南非、

乌兹别克斯坦、科特迪瓦、加纳、阿塞拜疆、瓦

努阿图、马达加斯加、卢旺达、马里、乍得、约

旦等国表示，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

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涉疆、涉港、涉藏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

何外部势力干涉；支持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实施“一国两制”。越南、肯尼亚、乌拉圭、

土库曼斯坦、佛得角、柬埔寨、南苏丹等国呼

吁各方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合作促进和保护人

权，强调人权理事会工作应遵循普遍性、公正

性、客观性、非选择性等原则，应摒弃双重标

准，不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反对借人权问题干
涉别国内政

在本届人权理事会上，中方坚决维护国

际公平正义，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坚定维

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借人权问

题干涉别国内政。

中国代表团联合观点相近国家就“美国

人权状况”“英国人权状况”“加拿大侵犯土著

人权利”“非法军事干涉侵犯人权”“在人权领

域促进国际公平正义”“民主公平国际秩序与

人权”等问题做共同发言并多次做国家发言，

揭露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

家 人 权 劣 迹 及 其“假 人 权 、真 干 涉 ”真 实 面

目。中国代表团与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

白俄罗斯等国代表团合办“单边强制措施对

实现发展权的负面影响”“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侵犯土著人权利”视频边会，揭露美国等

西方国家有关侵犯人权行为。

会议通过了中国代表团提交的“殖民主

义遗留问题对享有人权的负面影响”决议，指

出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包括经济

剥削、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平等、系统性种族

主义、侵犯土著人权利、当代形式奴役、破坏

文化遗产等，均对人权造成负面影响，强调消

除任何形式殖民主义和解决殖民主义遗留问

题对人权负面影响的重要性。中国常驻联合

国日内瓦代表陈旭大使在介绍决议草案时表

示，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遗留问

题仍在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对人权享有

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人权理事会作为负责促

进和保护人权的联合国机构，有必要对此予

以关注并进行讨论。发展中国家普遍赞赏中

国提出这一重要决议，认为该决议填补了人

权理事会工作空白。

中方在本届会议上支持埃塞俄比亚、也

门、南苏丹、叙利亚、布隆迪、白俄罗斯、委内

瑞拉维护自身利益，反对西方国家将人权问

题政治化、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中国代表

观点相近国家宣读支持柬埔寨的共同发言，

呼吁人权高专办在涉柬问题上公正、客观履

职；强调人权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不能被政

治化、不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

积极倡导人权对话合作

中国代表团联合观点相近国家在人权理

事会积极发声，呼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

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

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代表团牵头就“以人民为中心落实

发展权”“全球疫苗公平分配”“加强社会保

障、消除不平等”等问题做共同发言，呼吁国

际社会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

开放包容，加强国际发展合作，让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地惠及所有群体；呼吁各国坚持疫

苗全球公共产品的第一属性，摒弃“疫苗民族

主义”，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

负担性；呼吁各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中国代表团积极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提

出的“民主公平国际秩序”“发展权”“反对种

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等决议。中国与 50 多个

非洲国家合办“减贫在促进和保护人权中的

作用”主题视频边会，来自中国和非洲国家的

专家学者介绍中国脱贫经验和中非减贫合作

成果，指出中国的经验有助于广大非洲国家

早日摆脱贫困，为全球减贫和人权事业发展

作出贡献。

10 月 4 日，中国代表在本届人权理事会

上发言，宣介“全球发展倡议”，呼吁构建全球

发展命运共同体。中方强调，发展是解决一

切问题的总钥匙，呼吁各国坚持发展优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以行动为导向，坚持普惠包

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方愿与

各方共同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助力国际发

展事业不断向前迈进，造福各国人民。中方

倡议赢得广泛赞誉和支持。

中国代表团表示，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

人权理事会工作，与发展中国家一道积极发

声，倡导对话与合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

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不懈努力。

（本报布鲁塞尔 10月 14日电）

努力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张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