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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22年冬奥会组委会成立

本报郑州12月15日电（记者龚金星、李伟红）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15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总理第十四次会议，同与会领导人深入探讨新形势下携手
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推动共同发展振兴的新思路新办法。俄罗
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吉尔吉斯斯坦
总理萨里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乌兹别克斯坦第
一副总理阿齐莫夫以及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阿富汗首席执行
官阿卜杜拉、蒙古国副总理奥云巴特尔、印度国务部长辛格、伊
朗通讯部长瓦埃齐、白俄罗斯总统代表等观察员国代表出席。

李克强强调，相信只要各方继续秉持“上海精神”，同
舟共济，不懈努力，就一定能够推动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
迈上新台阶，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本报郑州12月15日电（记者龚金星、李伟红）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15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四次会
议时，提出上合组织在关注安全、经济、人文三大传统领域基础
上，重点打造六大合作平台，推进各方友好合作取得扎实成果。

一是筑牢安全合作平台。加快落实 《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边防合作协定》，商签反极端主义公约，加强上合组织
禁毒职能，支持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

二是搭建产能合作平台。中国愿将自身成熟技术和优质
产能同本地区国家发展需求紧密结合，提供性价比高的装备
产品和工程承包服务，也可以合作建厂，就地生产加工，帮
助当地增加就业，实现互利共赢。

三是加快建设互联互通合作平台。有计划、分步骤实
施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探索构建以中亚
地区为枢纽的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网络。

四是创新金融合作平台。继续用好上合组织银联体机
制，稳步推进银联体扩员，重点支持大型项目实施。与相关
方面一道，适时考虑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五是构建区域贸易合作平台。结合本地区实际，兼顾
各方利益和关切，采取有效措施，推进贸易、通关更加便
利化、自由化。

六是打造社会民生合作平台。中方未来 5 年将向成员
国提供每年2万人次的政府奖学金名额，落实好3年内为成
员国培训2000名人才的目标。

又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5日中午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与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四次会议的各
国领导人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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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12月15日电（记者徐隽）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5日在浙江省乌镇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
杰夫。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新成
果。我和普京总统达成共识，无论国际和地区形
势怎么变，我们坚持巩固和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的方针不会变，致力实现两国共同发
展振兴的目标不会变，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和
世界和平稳定的决心不会变。希望新的一年里，双
方继续齐心协力，推动中俄关系发展得更好，给两
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俄两国经济发展都面
临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双方要把握新形
势新机遇，本着战略互信原则和开拓创新精神，
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
接合作，深入研究扩大经贸、投资、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合作的新思路新
举措，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共赢合作新格局。

梅德韦杰夫表示，俄方积极致力于欧亚经济
联盟建设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发展战略对接，
愿深化同中方在基础设施、能源、金融、投资、
信息网络等领域合作。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上海
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框架内合作。

左图：12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浙江省乌
镇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习近平会见梅德韦杰夫

深入研究扩大合作新举措

本报郑州12月15日电（记者龚金星、李
伟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5日下午在郑州黄河
迎宾馆会见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
第十四次会议的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

李克强指出，希望双方进一步落实好在能源、
建筑材料、工程机械等领域的大项目合作，助力塔
方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中方还愿帮助塔方基
础设施升级，加强两国交通和通讯领域的互联互
通，积极探讨多种融资方式，建设好中塔公路二
期；发挥互补优势，开展现代化农业合作，实施好
两国农业产业园项目，支持农业大省河南省同塔
方积极开展农业和产能等方面的合作。

本报郑州12月15日电（记者龚金星、李
伟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5日下午在郑州黄河
迎宾馆会见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
第十四次会议的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

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携手努力，按
照“1+4”合作布局，即高质高效、扎实推进

走廊建设，并重点落实瓜达尔港后续工作，按
期保质推进有关能源项目，落实好交通基础设
施重点项目，加紧推进产业合作，实现中巴更
深层次的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本报郑州12月15日电（记者龚金星、李
伟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5日下午在郑州黄河
迎宾馆会见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
第十四次会议的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

李克强指出，发展经济是阿富汗实现安全与
稳定的重要途径。中方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按照
互利共赢的原则对阿投资，提升两国经贸水平，
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在交通、水资源、可再生能
源、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加强合作；加强反恐和
防务安全合作，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支持阿方
利用地缘优势，积极参与区域互联互通合作。

又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5日下午与出席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四次会议的各国
领导人共同参观郑州市郑东新区城市建设。

李克强会见三国领导人李克强会见三国领导人

12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出席会议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王 晔摄

12月15日，在南极内陆出发基地，中国第32次南极科考队领队秦
为稼向两支内陆队昆仑站队和格罗夫山队宣布出征令，38名科考队员
兵分两路向南极内陆进发。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中，两支内陆队的科
考队员将完成预定科考任务，预计于明年 2月下旬回到中山站。图为
中国南极科考昆仑站队全体队员在出发前合影。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摄

向南极，进发！向南极向南极，，进发进发！！

（第四版）

12 月 16 日到 18 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于浙江乌镇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并将在开
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凸显中国政府对网络空间
治理的重视。“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大会主题一语道破了中国对
全球网络治理的基本立场和主张。

网络已成为一种生产方式。世界互联网产业发
展迅速，也推动了生产要素以前所未有的新方式进
行组合。各国企业的生产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无论
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加快把网络引入经
济，以实现经济转型。中国提出“互联网+”这一新概
念，目的就是要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加快

经济转型升级。对中国来说，网络已演变为国家发展
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仿佛一瞬间，人
类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触发了巨大的社会
变革，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的
交友互动方式变了，购物习惯变了，工作模式变
了，娱乐方式变了。互联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从物质到精神层面都对人类产生了影
响。互联网既然影响到了经济、社会的形态和运
作，对国家和个人来说也具有了政治意义。

网络已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对
个人而言，其直觉是日常生活离不开网络，离开网
络的日子怎么过？对社会和国家而言，互联网早已
渗透进各个领域，嵌入经济、社会、军事等领域运
转的各个环节，离开网络的日子怎么运转？网络，
变得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缺少。对于中国以及
许多国家来说，网络安全已上升为事关国家安全
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中国是网络大国，热情地拥抱互联网时代，积极

地推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与此同时，鉴于互联网是
一把双刃剑，中国必须加强国内网络空间治理，并携
手其他国家推动全球网络治理，以确保互联网助推
经济发展，而不是扰乱经济秩序；改善人类社会生
活，而不是带来消极影响；有助于维护和增强国家安
全，而不是导致国家安全受损。由于互联网的跨国界
特性，全球网络治理合作自然要提上议事日程。

全球网络治理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治什么，谁来
治，如何治，对于网络治理的这些根本问题，国际上
还在探讨、争论，尚没有达成广泛共识，更没有形成
普遍适用的国际法条文。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是
密不可分的，现实世界的规则虽不能完全照搬到虚

拟世界的治理中去，但二者有共性。换言之，在全球
网络治理上，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应同样适用于网
络空间。网络空间的开放与安全，自由与秩序，发展
与治理，不能对立起来，而应该相辅相成。

中国作为互联网大国，受益于网络空间的发
展与国际合作，也愿意为国际网络空间的发展与
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中国特色的网络治理初见成
效，一些成功经验可以服务于国际网络治理合
作。为了世界的互联互通，中国主张网络空间共
享共治，这体现了中方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的诚意。乌镇大会上，中国将为建
设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发出强音。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中国为全球网络治理发声
■ 华益文

中国为全球网络治理发声
■ 华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