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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出席联合国峰会 世人瞩目习主席出席联合国峰会 世人瞩目

新华社联合国 9月 25 日电 （记者倪红
梅、孔晓涵）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25日通过
发言人发表声明，赞赏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
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
合声明。

声明说，潘基文赞赏中美两国当天联合
宣布各自国家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将采取的重
要步骤，认为此举有助于今年在巴黎达成一
个普遍的、有意义的协议，进一步显示出世
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向低碳未来转型时“共
同的认识和郑重”。

中国计划于 2017 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
体系，并宣布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声明说，这将改善中国人
民的健康和福祉，并将为全世界最贫穷、最
脆弱的人们带来切实的利益。

潘基文也欢迎美方重申其大量减排的承
诺，及其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的承诺。

潘基文在声明中说，联合声明为在巴黎
达成一个全面气候变化协议提供了强大的领
导力和动力，而这一协议将能使世界走上一
条更加安全和可持续的道路。

“我是幸运的历史见证人。我在联合
国亲眼目睹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帮助中华
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
及 1971年以来新中国在联合国各领域发
挥建设性作用的过程。我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欢呼！”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常驻联
合国记者伊夫蒂哈尔·阿里对新华社记者
这样说。

阿里自 1971 年 9 月开始常驻纽约联
合国总部从事新闻报道，至今已有 44

年。谈起当年许多发展中国家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
席位的历史，阿里言语中透露着兴
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是
一个令人非常激动的事件。”

阿 里 说 ：“ 上 世 纪 60 年 代 以
后，在联大投票支持中国恢复在联
合国合法席位的国家越来越多，越
来越多的国家逐渐意识到，把一个
当时拥有 8 亿人口的国家排除在联
合国大门之外是极大的错误。”

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
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第
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阿里
说：“联大第 2758 号决议非常著
名，它在政治、法律和程序上彻
底、公正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
代表权问题。”

“这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时

刻，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之自豪的时
刻。当大会宣布第 2758号决议获得通过
时，联大会议厅里一片沸腾，许多国家
的代表热烈鼓掌，有人振臂高呼口号，
有人相互拥抱庆贺，非洲国家代表在过
道上跳起了舞蹈，这种庆祝情景以前在
联大会场从未发生过。”

谈到自己当时的感受，阿里说：“我
真是太高兴了，连忙跑出去将这一喜讯
发给了编辑部。”

阿里说，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
合法席位，中国开始以崭新姿态出现在
联合国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多边舞台上，
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的身份和负责任的态度，在联合国发
挥着举世公认的积极作用。

阿里说：“我高兴地看到中国在联合
国最讲原则。每完成一次重要投票，中国
代表总能明确告诉你，中国为何（对一个
决议草案）投赞成票或反对票，中国投票
的原则是为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与此同时，中国始终支持发展中国家。”

“我在联合国非常认真地报道与中国
有关的新闻。我们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对
其他国家的看法，以及中国对当前世界

重大问题的立场。有关中国的新闻，巴
基斯坦人总是非常认真地阅读。”

“我一直非常热爱中国。我坚信，中国
将继续在联合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致力于建设更好的国际关系。”阿里说。

（新华社联合国9月 25日电 顾震
球）

在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成立 70 周年之
际，记者专访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
娃女士。博科娃表示，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联合国的
行动中来，践行和促进了联合国的和平理念。

博科娃表示，各国在战后反思怎样才能带来长久的
和平，联合国各机构组织和各国合作的方式不尽相同，
但目的都是为了和平。教科文组织是通过教育、科学、
文化和信息沟通等领域的合作将世界联系起来，也就是
通过软实力来促进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博科娃说，过去 70 年见证了这种国际合作的重要
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比如
全民教育理念，让人们认识到教育在发展与和平中的作
用；比如世界遗产的概念，在世界不同地方、不同文化

和宗教背景的遗产都能平等地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比如
生态多样性理念，创立了生态圈计划”。

博科娃认为，教科文组织一直以来都是这些创新理
念的引领者，其目的就是为了世界的和平和可持续发展。

博科娃称赞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联合国的行动
中，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与教科
文组织的合作不断拓展，在非洲的合作就是一个成功的
例子，双方设立了培训非洲教师的基金，未来还将进一
步将这一项目扩展到更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

“双方的交往特别活跃，2014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对教科文组织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2015 年我在
巴黎与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见面并会谈……今年我们
在中国青岛举办了教科文组织关于教育和科技的大

会，我们还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多个教科文组织的研
究中心，双方的合作项目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我对中
国的积极参与非常满意，双方的携手行动更好地践行
和促进了联合国的和平理念。”博科娃谈起双方合作
项目如数家珍。

博科娃表示，教科文组织未来还将和中国继续加强
合作，因为在联合国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计划中教科
文组织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教育、水、气候变化、
海洋管理等方面的很多项目都欢迎中国参与。

“中国可以对我们正在制订的2015年之后可持续发
展计划提供更多的建议，我们希望在所有项目中，都能
够得到中国的支持和贡献。”博科娃说。

（新华社巴黎9月24日电 记者应强 周飒昂）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很高兴出席今天的峰会。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各国领导人齐聚

纽约，共商发展大计，具有重要意义。
对各国人民而言，发展寄托着生存和希望，象征着尊严和权利。正是带着这

个愿望，15年前，我们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希望帮助亿万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回首过去，我们经历了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也承受了国际金融危机严重

冲击。我们见证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面对着南北发展失衡的现实。我们
既为11亿人民脱贫而深受鼓舞，也为8亿多人仍在挨饿而深为担忧。

环顾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要解决好各种全球
性挑战，包括最近发生在欧洲的难民危机，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
发展。面对重重挑战和道道难关，我们必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唯有发
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
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本次峰会通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描绘了新愿景，为国

际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我们应该以此为新起点，共同走出一条公平、
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我们要争取公平的发展，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各国都应成为全
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不能一个国家发展、其他国家不发
展，一部分国家发展、另一部分国家不发展。各国能力和水平有差异，在
同一目标下，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
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

——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在经济全球化时
代，各国要打开大门搞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便捷地流
动。各国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实现共商、共建、
共享。要尊重彼此的发展选择，相互借鉴发展经验，让不同发展道路交汇
在成功的彼岸，让发展成果为各国人民共享。

——我们要追求全面的发展，让发展基础更加坚实。发展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人民。在消除贫困、保障民生的同时，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
人人享有发展机遇、享有发展成果。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
展，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我们要促进创新的发展，让发展潜力充分释放。创新带来生机，
创新产生动力。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各国要以改革创新
激发发展潜力、增强增长动力，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是一份高标准的任务单，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

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倡议，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落实2015
年后发展议程，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第一，增强各国发展能力。发展归根到底要靠本国自身努力。中国人
讲：“量腹而受，量身而衣。”各国要根据自身禀赋特点，制定适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战略。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根据他们的实
际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支持和帮助。

第二，改善国际发展环境。和平与发展相辅相成。各国要共同维护国
际和平，以和平促进发展，以发展巩固和平。发展还需要良好外部制度环
境，国际金融机构要加快治理改革，多边开发机构要增加发展资源。

第三，优化发展伙伴关系。发达国家应该及时兑现承诺、履行义务，
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南北合作主渠道地位，深化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支持

私营部门等利益攸关方在伙伴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四，健全发展协调机制。各国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避免负面

溢出效应。区域组织要加快一体化进程，通过域内优势互补提升整体竞争
力。联合国要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立足自身国情，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发展道

路。中国基本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少了4.39亿，在教育、卫
生、妇女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发展不仅增进了 13 亿多中国人的福
祉，也有力促进了全球发展事业。

60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中700多名中国
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

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同各国一道
为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作出努力。为此，我宣布：

——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
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

——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 2030 年达到 120 亿美
元。

——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
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

——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
全球电力需求。

中国也愿意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早日投入运营、发挥作用，为发
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中国郑重承诺，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己任，团结协作，推动全

球发展事业不断向前！
谢谢大家。

（新华社联合国9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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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
——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

（2015年9月26日，纽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潘基文称，联合声明
显示出世界最大两个经济
体向低碳未来转型时“共
同的认识和郑重”。

图为 1971 年 11 月 1 日拍摄
的纽约联合国总部外飘扬的中
国国旗。当日，中国国旗首次在

联 合 国 总 部 升
起。新华社发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网新华网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