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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月 8日电 11月 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 2023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2015年，我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

提出了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倡导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

积极响应。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如何解决发

展赤字、破解安全困境、加强文明互鉴，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时代

课题。互联网日益成为推动发展的新动能、维护安全的新疆域、

文明互鉴的新平台，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既是回答时代课

题的必然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我们要深化交流、

务实合作，共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

我们倡导发展优先，构建更加普惠繁荣的网络空间。深

化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加快信息化

服务普及，缩小数字鸿沟，在互联网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我们倡导安危与共，构建更加和平安全的网络空间。尊

重网络主权，尊重各国的互联网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遵守

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不搞网络霸权。不搞网络空间阵营对抗

和军备竞赛。深化网络安全务实合作，有力打击网络违法犯

罪行为，加强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妥善应对科技发展

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中方愿同各方携手落

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促进人工智能安全发展。

我们倡导文明互鉴，构建更加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加

强网上交流对话，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不同文明包容

共生，更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促进优

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充分展示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积极

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共同建设网上精神家园。

习近平最后强调，信息革命时代潮流浩荡前行，网络空间

承载着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共同

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2023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11 月 8 日至 10 日在浙

江乌镇举行，主题为“建设包容、普惠、有韧性的数字世界——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向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11 月 8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3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2015年，我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
上提出了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
原则”、“五点主张”，倡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这一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和积极响应。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如何解决发展赤字、破解安全
困境、加强文明互鉴，是我们共同面临的
时代课题。互联网日益成为推动发展的
新动能、维护安全的新疆域、文明互鉴的
新平台，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既是回答
时代课题的必然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
呼声。我们要深化交流、务实合作，共同推动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

我们倡导发展优先，构建更加普惠繁荣的网络
空间。深化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缩小数字
鸿沟，在互联网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
更多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我们倡导安危与共，构建更加和平安全的
网络空间。尊重网络主权，尊重各国的互联网
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遵守网络空间国际
规则，不搞网络霸权。不搞网络空间阵营
对抗和军备竞赛。深化网络安全务实合作，
有力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加强数据安全
和个人信息保护。妥善应对科技发展带来
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中方愿同
各方携手落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促进人工智能安全发展

我们倡导文明互鉴，构建更加平等包容的
网络空间。加强网上交流对话，促进各国
人民相知相亲，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生，更好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促进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充分展示
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积极推动文明传承发展，
共同建设网上精神家园

信息革命时代潮流浩荡前行，网络空间承载
着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让我们
携起手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
互联网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
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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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无论

数字技术如何创新发展，无论国际环境

如何风云变幻，每个人都在网络空间

休戚与共、命运相连。11月 8日，习近平

主席向 2023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

峰会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强调“我们

要深化交流、务实合作，共同推动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倡

导发展优先、安危与共、文明互鉴，提

出构建更加普惠繁荣、和平安全、平等

包容的网络空间的三点主张，为各国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注入强

大正能量。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

速演进，如何解决发展赤字、破解安全

困境、加强文明互鉴，是我们共同面临

的时代课题。在此形势下，中国没有

独善其身，而是同世界各国加强合作，

共同探寻解决之道。习近平主席提出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全 球 发 展 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就

是希望和世界各国一道，实现经济发

展，改善民生，互利共赢，让团结代替

分裂、合作代替对抗、包容代替排他，

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

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实

践告诉我们，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更高质量、更

高水平的新发展，推动落实全球发展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应对

各种全球性挑战，共同创造人类更加

美好的未来。

互 联 网 日 益 成 为 推 动 发 展 的 新

动能、维护安全的新疆域、文明互鉴的

新平台，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既

是回答时代课题的必然选择，也是国

际社会的共同呼声。2015 年，习近平

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

式上提出了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

“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倡导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得到

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新

时代的中国网络空间国际合作，在构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下，不断

取得新成绩、实现新突破、展现新气

象。实践充分证明，推动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充沛的数字

化动力，构筑坚实的安全屏障，凝聚更广泛的合作共识。前

进道路上，中国将始终秉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

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构建更加普惠繁荣、和平安全、平等

包容的网络空间。

互联网发展需要大家共同参与，发展成果应由大家共同

分享。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加速融合创新，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渗透融合，深刻改变人们的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互联网普及、

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创造、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素养与技

能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不平衡，影响和限制世界各国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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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8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听 取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汇报时强调，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新疆面临新机遇，要有新作

为。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

基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培育壮大特

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加快

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推动新疆迈上高质量发展的轨

道，同全国一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嘱托，新疆

广大干部群众把握新机遇、展现新作

为，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培育壮大特色优势
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

9 月 1 日，福建平潭海上风电场的

16 兆 瓦 海 上 风 电 机 组 单 日 发 电 量 达

38.41 万千瓦时，创全球风电单机单日

发电量新纪录。这台风电机组产自一

家新疆风电企业——金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新疆充足的自然资源，是我们创新

创造的扎实土壤。”金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房忠说，“截至今年 6月

底，公司拥有国内外专利申请逾 6700项，

专利申请数量每年保持高速增长。”

“新疆能源资源丰富，得天独厚的资

源禀赋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供坚实基

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副主

任张世俊说， （下转第四版）

新疆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新疆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杨明方 于 洋 李亚楠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主 持 召 开 进 一 步

推 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

强调：“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

安之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要以主题教育为契机，教育引导广大

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本领。”

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长 江 经 济 带 沿 江 省 市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

开展主题教育同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这一重要工作结合起来，教育引

导广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

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凝

聚起强大力量。

学出责任担当，厚植
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毫 不 动 摇 坚 持 共 抓 大 保 护 、不 搞

大开发，就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打基

础利长远，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

护修复。 （下转第四版）

长江经济带沿江省市扎实推进第二批主题教育—

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本报记者 李林蔚

11 月 8 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在新加坡

举行的第六届创新经济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演讲。 新华社记者 高 洁摄

导
读

权威发布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加快推进
第四版

新华社新加坡 11 月 8 日电 （记者蒋国鹏、蔡蜀亚）11 月 7 日至 8 日，

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六届创新经济论坛，并应邀访问新

加坡。

韩正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韩正表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

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提出全球

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

发展的新阶段，为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方

案。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把握时代发展机遇，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同

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韩正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坚持以开放促合作。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愿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与各国企业共享中国制

度型开放红利。二是坚持以创新谋动力。中国将与各国加强创新成果共

享，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三是坚持以和平

促发展。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共谋发展与繁荣，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韩正指出，最近中美之间开展的一些重要高层接触，提升了国际社会对

未来中美关系改善的正面预期。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

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我们愿与美方加强

各层次的沟通、对话，推进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

韩正还会见了创新经济论坛创始人、美国彭博集团创始人布隆伯格，集

体会见了出席论坛的嘉宾代表。

访新期间，韩正分别会见新加坡总统尚达曼、总理李显龙、副总理王瑞

杰、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

（下转第二版）

韩正出席第六届创新经济论坛并访问新加坡

11 月 8 日 ，习 近 平 主 席 向 2023 年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

视频致辞。习近平主席强调，信息革命

时代潮流浩荡前行，网络空间承载着人

类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让我们携

起手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

互联网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

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与 会 嘉 宾 和 各 界 人 士 纷 纷 表 示 ，

习 近 平 主 席 的 视 频 致 辞 充 分 体 现 了

对 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

把握，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各方应加强

对话交流、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世 界 互 联 网 大 会 乌 镇 峰 会 是 在

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互联

网大会，也是世界互联网领域盛况空前

的高峰会议。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互

联网精英齐集一堂，共商合作大计，共

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

新阶段。 （下转第二版）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向 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本报记者

第 六 届 中 国 国 际

进口博览会特别报道
第九、十版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组建五年

“火焰蓝”的新担当
第十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