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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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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德拉吉总理，
各位同事：

首先，我谨对主席国意大利为举办这次峰会付出的
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罗马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在人类文明史册
上写下了灿烂篇章。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世
界经济复苏脆弱，气候变化挑战突出，地区热点问题频
发。罗马峰会以“人、地球与繁荣”为主题，表达了国
际社会团结战胜疫情、重振世界经济的决心，彰显了二
十国集团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使命。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二十国集团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要负起应有责任，为了人类
未来、人民福祉，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践行真正的多
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愿提出5点建议。

第一，团结合作，携手抗疫。面对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
炎病毒，谁都无法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是最有力武器。国际
社会应该齐心协力，以科学态度应对并战胜疫情，搞病毒
污名化、溯源政治化同团结抗疫的精神背道而驰。我们要
加强防控、诊疗手段合作，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能力。二十国集团包含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应该在凝聚
共识、动员资源、推动合作上发挥引领作用。

早在疫情暴发初期，我就提出新冠疫苗应该成为全
球公共产品。在此，我愿进一步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动
倡议：（一） 加强疫苗科研合作，支持疫苗企业同发展中
国家联合研发生产。（二） 坚持公平公正，加大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疫苗力度，落实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2022年全
球接种目标。（三） 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就疫苗知识产权豁
免早日作出决定，鼓励疫苗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
术。（四） 加强跨境贸易合作，保障疫苗及原辅料贸易畅
通。（五） 公平对待各种疫苗，以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紧急
使用清单为依据推进疫苗互认。（六） 为全球疫苗合作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获取疫苗提供金融支持。

目前，中国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16
亿剂疫苗，今年全年将对外提供超过20亿剂。中国正同16
个国家开展疫苗联合生产，初步形成7亿剂的年产能。我在
今年5月的全球健康峰会上倡议举办新冠疫苗国际合作论
坛，已于 8 月成功举办，与会各国达成全年超过 15 亿剂的
合作意向。中国还同30个国家一道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
作伙伴关系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促进疫苗全球公平分
配。中方愿同各方携手努力，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
及性和可负担性，为构筑全球疫苗防线作出积极贡献。

第二，加强协调，促进复苏。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
的影响复杂深远，应该对症下药、标本兼治。我们应该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可持续性。主要经济体应该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
策，防止自身举措导致通胀攀升、汇率波动、债务高
企，避免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外溢影响，维护国际经济
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同时，我们应该着眼长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和规则，弥补相关治理赤字。要继续推动按期完成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第十六轮份额检查，筑牢国际金融安全
网。中国支持国际开发协会提前启动第二十轮增资谈
判，有关投票权改革方案应该切实反映国际经济格局变
化，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中国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增发 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愿转借给受疫情影响严
重的低收入国家。

我们应该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
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二十国集团应该继续为世界
贸易组织改革提供政治指引，坚持其核心价值和基本原
则，保障发展中国家权益和发展空间。要尽快恢复争端解
决机制正常运转，推动世贸组织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取得
积极成果。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世界经济
运行脉络。中方倡议举办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
论坛，欢迎二十国集团成员和相关国际组织积极参与。

基础设施建设在带动经济增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倡议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
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
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第三，普惠包容，共同发展。疫情给全球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带来多重危机，饥饿人口总数已达8亿左右，落
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应
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
性、包容性，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

二十国集团应该将发展置于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
置，落实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落实支持非洲
和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倡议，促进现有发展合作机
制协同增效。发达经济体要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为
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源。

不久前，我在联合国发起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
社会加强在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
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领
域合作，以加快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更加
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这同二十国集团推动全
球发展宗旨和重点方向高度契合，欢迎各国积极参与。

第四，创新驱动，挖掘动力。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决定性因素。二十国集团应
该合力挖掘创新增长潜力，在充分参与、广泛共识基础
上制定规则，为创新驱动发展营造良好生态。人为搞小
圈子，甚至以意识形态划线，只会制造隔阂、增加障
碍，对科技创新有百害而无一益。

数字经济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前沿。二十国集团要共
担数字时代的责任，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
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

“数字鸿沟”。中国已经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我们
可以共同探讨制定反映各方意愿、尊重各方利益的数字

治理国际规则，积极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
数字发展环境。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已经
决定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愿同各方合力
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第五，和谐共生，绿色永续。二十国集团应该秉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面落实应对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支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
六次缔约方大会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取得成功。发达国家应该在减排问题上作出表率，充
分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和关切，落实气候融资承
诺，并在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这是即将召开的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的关键。

中国一直主动承担与国情相符合的国际责任，积极推
进经济绿色转型，不断自主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度，
过去 10 年淘汰 1.2 亿千瓦煤电落后装机，第一批装机约 1
亿千瓦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已于近期有序开工。中国
将力争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们
将践信守诺，携手各国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

各位同事！
中国古人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就是说诚信

是结交天下的根本。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着力推动规则、规
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
中外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我相信，中国发展
将为各国带来更多新机遇，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动能。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
界各国不懈努力。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
未来可期。让我们团结起来，早日驱散疫情阴霾，携手
共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团 结 行 动 共 创 未 来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

（2021年10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世界经
济复苏脆弱，气候变化挑战突出，地区热点
问题频发。“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
要论坛，要负起应有责任，为了人类未来、
人民福祉，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10 月 30 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
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这样强
调，并提出“团结合作，携手抗疫”“加强协
调，促进复苏”“普惠包容，共同发展”“创
新驱动，挖掘动力”“和谐共生，绿色永续”
等5点建议。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
情，罗马峰会以“人、地球与繁荣”为主
题，表达了国际社会团结战胜疫情、重振世
界经济的决心，彰显了二十国集团引领全球
经济治理变革的使命。国际社会应该齐心协
力，以科学态度应对并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加强防控、诊疗手段合作，提高应对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二十国集团应该在凝
聚共识、动员资源、推动合作上发挥引领作
用。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保持政策

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主要经济体
应该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避免对发
展中国家的负面外溢影响，维护国际经济金
融体系稳健运行。同时应该着眼长远，完善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切实反映国际经
济格局变化，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应该
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
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保障发展中国家
权益和发展空间。要尽快恢复争端解决机制
正常运转，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应
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
性、有效性、包容性，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国
家掉队。二十国集团应该将发展置于宏观政
策协调的突出位置，落实支持非洲和最不发
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倡议。发达经济体要履行
官方发展援助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
资源。二十国集团应该合力挖掘创新增长潜

力，在充分参与、广泛共识基础上制定规
则，为创新驱动发展营造良好生态。要共担
数字时代的责任，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帮
助发展中国家消除“数字鸿沟”。发达国家应
该在减排问题上作出表率，充分照顾发展中
国家的特殊困难和关切，落实气候融资承
诺，并在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为发展中国
家提供支持。二十国集团应该秉持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面落实应对气候变
化《巴黎协定》，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 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和 《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诚信的中国一
直主动承担与国情相符合的国际责任。目
前，中国已向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超过16亿剂疫苗，今年全年将对外提供超过

20亿剂。中国正同16个国家开展疫苗联合生
产，同30个国家一道发起“一带一路”疫苗
合作伙伴关系倡议。中方愿同各方携手努
力，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
担性，为构筑全球疫苗防线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发特别提款
权，愿转借给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低收入国
家。中方倡议举办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
国际论坛，欢迎二十国集团成员和相关国际
组织积极参与。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动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中国已经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可以共
同探讨制定反映各方意愿、尊重各方利益的
数字治理国际规则，积极营造开放、公平、
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中国高度重
视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已经决定申请加入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愿同各方合力推

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中国积极推进经
济绿色转型，不断自主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行
动力度，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
前实现碳中和。中国践信守诺，携手各国走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发展将为各国带来更多新机遇，为
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动能。中国将坚持对外
开放的基本国策，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
内需潜力，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
准等制度型开放，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为中外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罗马不是一
天建成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
国不懈努力。”让我们团结起来，早日驱散疫
情阴霾，携手共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

新华社罗马 10 月 31 日电
2021年10月30日至31日，习近平
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并发表题
为《团结行动，共创未来》的重
要讲话。峰会结束之际，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接受中央媒体
采访，介绍习近平主席与会情
况，阐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
倡议主张及其重要意义影响。

王毅表示，这是习近平主席继近期密集
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生
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
峰会、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后，再次出席重
要多边活动，是我国深入参与国际经济合
作，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外交行动。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世界经
济脆弱复苏，气候变化挑战突出，国际地区
热点交织，全球进入新一轮动荡调整期。在
人类历史的关键十字路口，习近平主席立足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旗帜，结合二十国集团的使命责任，系统
提出国际社会团结战胜疫情的正确方向、重
振世界经济的可行举措、完善全球治理的长
远之策，为全球实现包容可持续发展凝聚广
泛共识，注入强劲动力，充分彰显了大国领
袖的远见卓识和责任担当。

一、凝聚国际共识，推动深化全球抗疫
合作。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已近两年，病毒仍
在持续变异，全球打赢疫情阻击战面临重重
困难。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免疫鸿
沟还在拉大，不仅迟滞了全球战胜疫情的进
程，更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严重不
公。习近平主席最先提出新冠疫苗应该成为
全球公共产品，做出了促进疫苗公平可及的

“中国承诺”。中国采取一系列扎实行动落实
这一庄重承诺，迄已向世界提供超16亿剂疫
苗，全年将对外提供超过20亿剂，是世界上
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为构筑全球免疫
防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郑重提出
了“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包括支持同发
展中国家联合研发，加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疫苗，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就疫苗知识产权豁
免早作决定，加强疫苗及原辅料跨境贸易合

作，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紧急使用清单推
进疫苗互认，为发展中国家获取疫苗提供金
融支持等 6 个方面重要举措。这一倡议充分
体现出中国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的坚定意志，将有力推进国际疫苗合作，为
早日战胜疫情注入信心和动力。二十国集团
汇集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和疫苗生产国，如果
能齐心协力践行这一倡议，落实疫苗作为全
球公共产品的共识，在疫苗国际合作上先行
一步，将会有力促进全球疫苗可及性和公平
分配，为人类早日战胜病毒做出更大贡献。

二、坚持标本兼治，推动世界经济稳定
复苏。疫情给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
带来了复杂深刻影响。通胀攀升、大宗商品
价格上涨、产业链供应链不畅等因素交织叠
加，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有所减弱，下行风险
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国际社会担忧情绪不
断加剧。针对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影响，
习近平主席指出，二十国集团要发挥国际经
济合作主要论坛的作用，促进全球主要经济
体间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避免对发展中国家
产生负面外溢影响。要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对
经济增长的重要带动作用，推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取得更多丰硕成果。习近平主席
还在会上宣布倡议举办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
稳定国际论坛，邀请二十国集团成员和相关
国际组织共同参与，汇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稳定的强大合力。

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是世界经济重回增长轨道并实现
中长期稳定发展的有力保障。习近平主席的
讲话不仅立足当前，更着眼长远，明确指出
要在采取措施应对疫情冲击的同时，进一步
完善全球经济体系和规则，弥补日益突出的
治理赤字。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
多边贸易体制，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提供政

治指引，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发展
空间。要落实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检
查、特别提款权增发、国际开发协会增资等
进程，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资源和话语权。

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中国愿将特别提款
权转借给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低收入国家，再
次体现了中方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风雨同舟、
共克时艰的一贯立场，将为发展中国家集中
资源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提供有力支持。

三、倡导共同发展，推动构建全球发展
共同体。疫情给国际社会带来多重危机，吞
噬过去 10 年全球减贫成果，南北“发展鸿
沟”持续扩大，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也是各
国民心所向。今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
国发起“全球发展倡议”。罗马峰会上，习近平
主席进一步阐述了“全球发展倡议”以人民
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强调要将增进人民福
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和包容
性，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习近平主席旗
帜鲜明地呼吁将发展合作置于全球宏观经济
政策协调和二十国集团议程的突出位置，积
极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同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深入对接，助力实现更加强
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主张得到众多国家和
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欢迎和响应，认为“全
球发展倡议”为国际社会落实 2030 年议程、
推进经济复苏描绘了合作蓝图，同二十国集
团推动全球发展的宗旨和重点方向高度契
合，有助于凝聚全球合力，推动全球发展迈
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加快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四、完善数字治理，推动全球数字经济

健康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
重塑人类社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疫情背
景下新技术、新业态蓬勃发展。与此同时，
个别国家大搞科技“高墙”和技术封锁，破
坏了国际创新合作氛围，阻碍了数字经济正
常发展。对此，习近平主席强调，人为搞

“小圈子”，甚至以意识形态划线，只会制造
隔阂、增加障碍，对科技创新有百害而无一
益。二十国集团要共担数字时代的全球责
任，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
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帮助发展中国家
跨越“数字鸿沟”。

规则缺失是当前全球数字治理领域面临
的突出挑战。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宣布，中方
已决定申请加入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这展现了中国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及
相关规则制定的建设性姿态，也反映出中方
致力于扩大开放、对接国际高水平规则标准
的坚定决心。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于全球前
列，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不
仅将为各成员提供广阔市场，拉紧数字经济
国际合作纽带，也将显著提升 《数字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 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的影响
力，并将为维护和完善全球数字治理机制、
挖掘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做出中国贡献。中
方此前还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我们愿
在此基础上探讨制定反映各方意愿、尊重各
方利益的数字治理国际规则，积极营造开
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

五、呵护地球家园，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此次峰会适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前夕，习近平
主席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国际气候合作和全球
气候治理的原则和方向，强调二十国集团应秉
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面落

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发达国
家要在减排问题上做出表率，充
分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和
关切，落实气候融资承诺，并在技
术、能力建设等方面为发展中国
家提供支持。这些重要主张指明
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的
关键，有力推动了国际社会合力

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应对

气候变化的挑战，还肩负着推进工业化、改
善民生福祉、实现发展的重大使命。近期国
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给各国经济发展和社
会民生带来直接冲击。这充分说明，应对气
候变化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社会民生密
不可分。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深入阐述了
统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兼顾应对气候变
化和保障民生等重要主张，深刻回答了如何
守护好生态、发展两条底线的时代课题，呼
吁二十国集团在这方面加强合作，为各国探
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中
国智慧，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赞赏。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高度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
动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从去年二十
国集团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气
候雄心峰会”，到今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习近平主席站在人类永续发
展的高度，一以贯之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重申中国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二氧化
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在最短时间
内，完成碳排放强度全球最大降幅。罗马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构建碳达峰、碳中和

“1+N”政策体系等重要举措，展示了中国言
必行、行必果的大国担当，为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

潮起东方，风正帆悬。我们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
思想为指引，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深入参与二十国集团合
作，为全球团结抗疫、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
展、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做出新的贡献，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为全球实现包容可持续发展凝聚广泛共识，注入强劲动力

凝聚国际共识 共创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