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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决定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
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工作，促进多边合作事业

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率先组建常
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

中国决定在未来5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
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日前，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
图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经济仍将保
持长期稳定的中高速增长。中国经
济有巨大的潜能、回旋余地、内在
韧性，完全有条件长期保持较高水
平的增长，为世界经济提供广阔市
场和坚实支撑。这是大国领袖对促
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担当和自信，是
基于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实际运行状
况和趋势的准确把握和判断。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
速有所放缓，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
力，这其中既有世界经济影响的因
素，也有中国主动调控的因素，还
有中国多年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
的影响。

但即使这样，今年上半年中国
经济增速依然达到7%，维持在合理

区间，居于世界前列。它表明了中
国经济实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
走势。更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的经
济结构正在加快优化，服务业已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消
费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到 了
60%；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整
体工业，信息、文化、健康、旅游
等消费需求旺盛，节能环保、绿色
经济发展方兴未艾，新的经济增长
点在加快形成。

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惠及世
界。今年上半年，中国对世界经济
增长贡献率达 30%左右。由于全球
贸易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
跌，近期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速放
缓，但进口的大宗商品实物量非但
未减少，甚至还有所增加。未来，
中国将在“优进优出”中实施更加
积极的进口政策，进口商品的数量
还会更多。中国游客出境旅游的大
规模购物，繁荣了旅游目的地国家

和地区的市场。中国已成为资本净
输出国，对外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正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来源地。事
实证明，中国不是世界经济风险之
源，而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
展和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增长，仍将
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仅
以城镇化为例，中国城镇化率每增
加 1 个百分点，大约能带来 7 万亿
元的市场需求，其所释放的巨大投

资和进口消费需求，将为世界各国
提供广阔的市场。中国产业结构调
整和升级，将使全球产业结构更加
优化，并给拥有科技和服务业优势
的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带来众多
合作的机会。同时，中国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换、经济结构的不断优
化，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健康发
展都有重大的正面效应。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中国
也将继续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中

国倡议建设“一带一路”，将推动
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发展战略对
接、优势互补，推动更多国家和地
区共同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重大挑
战，有助于推进亚洲迈向命运共同
体，有助于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
值链。中国倡导设立亚投行、出资
成立丝路基金，将促进全方位基础
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建设，促进区
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相关国家和地
区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毫
无疑问，中国经济保持长期较高速
度增长，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势将扩大全球总需求，
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强劲动力。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同
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经济与管
理学院教授）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本报联合国9月27日电（记者杜尚泽、李晓宏） 国家主
席习近平2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领
导人工作午餐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主持午餐会。2014年气
候变化会议东道国秘鲁总统乌马拉、2015年气候变化会议东
道国法国总统奥朗德及基里巴斯、埃及、巴西、哥伦比亚、
南非、韩国、玻利维亚、墨西哥、贝宁、德国、日本、巴巴多
斯、英国、约旦、挪威、意大利、卢森堡、丹麦、澳大利亚、土耳其、
马耳他、印度尼西亚、安哥拉、美国、尼日利亚、印度、欧洲理事
会等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与会。

习近平指出，将于今年年底举行的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将为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制定新的规划，也将为国际社会谋求绿
色低碳发展指明大方向。巴黎大会达成的协议要平衡处理减缓、
适应、资金、技术等各个要素，拿出切实有效的执行手段。协议必
须遵循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原则和规定，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各国要立足行动，抓好成
果落实，根据本国国情，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贡献。发达国
家要履行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义务，落实到 2020 年每年提供
1000亿美元的承诺，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友好型技术。

习近平强调，中国一直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
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发展道路。中国政府已经将应
对气候变化全面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战略。去年，中
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了33.8%。
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加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力度，争取到202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中
国愿意继续承担同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今年上半年，我们正式提交了国家
自主贡献，宣布了相应的落实举措。两天前，中美两国发表了第二份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中国还
将推动“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尽早投入运营，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愿意同
世界各国一道，在落实发展议程的过程中，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潘基文感谢各国领导人出席午餐会，希望本次午餐会能为巴黎大会达成一项普遍的协议提供政治上的
动力，加速协议谈判进程。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各国要展现团结一致姿态，确保巴黎大会达成的协议公
正、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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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日
上
午

日
上
午

新华社北京
9 月 28 日 电
烈士纪念日向人
民英雄敬献花篮
仪式9月30日上
午在北京天安门
广场隆重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
将同首都各界代
表 一 起 出 席 仪
式。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新闻
频道、中文国际
频道、英语频道
等外语频道将进
行现场直播。

（照片为新华社
记者罗晓光摄）

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 石建勋

图为习近平出席第70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本报联合国9月 28日电 （记者杜尚
泽、李秉新） 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在纽约
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
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
话。习近平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
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
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地时间上午 11 时 25 分许，在全场
期待的目光和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登上
联合国讲台，发表讲话。

习近平指出，9 月 3 日，中国人民同
世界人民一道，隆重纪念了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历
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铭记历史，
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
传承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是要开创
未来，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习近平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联合国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在21世纪更好回
答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重大课题。

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
伴关系，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
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
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要倡导以对话
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要在国际和区域层
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
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
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

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
全格局。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充
分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核心作用，化
干戈为玉帛。要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
际合作齐头并进，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
安全威胁。

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
展前景，要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
手”，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
相互促进，打造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规范格
局。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
才是好发展。要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
助、互惠互利。要将刚刚闭幕的联合国发展
峰会制定的 2015年后发展议程变为行动，
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
严的光明前景。

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
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
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

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
造性发展。

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
态体系。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
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国际社会要共
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坚持走绿色、低
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将继续作
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敦促发达国家承担历
史性责任，兑现减排承诺，并帮助发展中国
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
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
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将
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
展道路，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
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
合作发展的道路，继续维护以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
系，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
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国
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习近平宣布，中国决定设立为期10年、
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
基金，支持联合国工作，促进多边合作事
业。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
机制，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
设 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中国决定
在未来5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
的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
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习近平最后强调，让铸剑为犁、永不再
战的理念深植人心，让发展繁荣、公平正义
的理念践行人间。（讲话全文见第二版）

习近平讲话结束后，现场掌声经久不
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多国领导人上
前同习近平握手表示祝贺。

与会各国领导人分别就国际形势、联
合国作用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阐述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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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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