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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影深刻影响响世界之年世界之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柴逸扉柴逸扉 尹晓宇尹晓宇

当我们回望2015年的时候，中国之于世界的影响，可以做一个怎样评价？
光影穿梭中，一个个新闻片段连接起中国在世界舞台展现风采的这一年。

2015年，围绕和平与发展两大议题，中国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大合作，共同
面对挑战，肩负起建设世界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和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
经济、气候、互联网等领域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这一年，忙碌的中国身影遍布全球

12 月中旬，枕水而眠的千年古镇——浙江乌镇
迎来了 2000 多位来自五大洲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嘉宾。在这座传统风貌与现代互联网科技相结合的
小镇，习近平主席向各国政要、互联网领军人物阐
述了自己对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网络空
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看法。

不久之前，在中原大地的重要城市郑州，李克
强总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政府首脑们商讨着安
全、产能、互联互通、创新金融等六大平台的合作。

国际舞台上，忙碌的中国身影不只是闪现于年
末，而是贯穿于 2015这一整年；忙碌的中国也不仅
仅在家门口招徕环宇宾朋，同时也积极走出去，在
世界各地留下参与国际议题讨论与实践的身影。

这一切也都体现在习主席的脚步里。2015 年，
他 8 次走出国门，共有 42 天身在国外，足迹遍及四
大洲10个国家，代表中国与世界进行沟通对话。

北美方向，习近平主席对美国成功进行历史性
访问。白宫南草坪，秋风习习；宾夕法尼亚大道，
皓月当空。继庄园会晤、瀛台夜话之后，中美两国
元首再次长谈，确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
共识，描绘了推进各领域战略合作的新愿景。

从美国西海岸到东海岸，从创新中心到政治中
心，从普通民众到社会精英，习近平主席面向美国
各界，广泛传递中美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的明确信
息，为中美关系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欧亚方向，中俄元首相互出席对方二战胜利纪念
活动，共同维护国际正义与良知，双方政治互信进一步
巩固和提升，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

欧洲方向，习近平主席对英国的访问开启“黄

金时代”，双方同意建立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为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深化互信与合作树
立了标杆。李克强总理成功访问法国和欧盟，勾画
了中法、中欧合作新蓝图。

中德开启首次高级别财金对话，中国—中东欧
16+1合作进展迅速。这一年，中方同欧洲21国开展
了高层往来，中欧合作呈现东西南北均衡拓展的良
好势头。

在亚太，习近平主席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
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访问越南及新加坡、出席
APEC会议，李克强总理访问韩国并重启中断三年之
久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在非洲，中非合作论坛峰会首次在非洲举办，
习近平主席同非洲50国领导人及非盟委员会主席共
聚一堂，全面规划中非未来各领域合作；

在拉美，李克强总理出访拉美四国，积极对接
中拉发展战略；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华举
行，就构建中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达成新的共识。

从战略、安全、反恐到经贸、能源、互联网，中国参
与的国际议题也多种多样，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

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今年恰逢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习近平主席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阐明中
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宣布一系列体现中国积
极承担国际责任的措施。

同时，2015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在9月3日举行盛大的纪念活
动，习近平主席同世界近60个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的
领导人及代表一道，向全世界发出和平与正义之声。

这一年，中国为全球治理展现担当这一年，中国为全球治理展现担当

有人说，习近平走到哪儿，命运共同体就讲到哪
儿。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与世界
其他国家和地区同呼吸、共命运。这一年，中国在全球
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建设作用，并用中国智慧
为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开出良方。

2015年，尽管遭遇“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中国经济
仍将以7%左右的增速走在世界前列。这样的增长贡献
了全球经济增量的1/3，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引擎
的地位依然无可替代。

在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两个平台——二十国集
团（G20）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
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作为新兴经济体大
国，中国积极阐释中国主张，提供中国方案，彰显出自
己的责任和担当。

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发达地区增长为主导，
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基础能力建设等方面提供的支
持远远无法满足实际需要。而中国则一直倡导包容式发
展和共享式发展，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公共产品的提供。

今年，中国倡导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

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创发展中国家建立多边
金融机构的先河。最近，中国又实现了人民币纳入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提
升了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也使当今国际货币
和金融体系更为完善和均衡。

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
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加入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并组建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
免除对最不发达国家债务等一系列振奋人心的重大举措。

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习近平主席系统提出应
对气候变化、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主张。在此之
前，中国已如期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
提交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文件，同欧盟、美国、
法国、印度、巴西相继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建
立 200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向绿色、低碳发展模式转变。

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行动不只发生
在现实世界，同样也存在于虚拟空间。最近的第二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尊重网络主权；维护
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四项原则以
及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着眼于
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为新的
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思路，体现了中国
的道义与担当。中国互联网已经走过了 21 年，形成了
自己的经验，政府引领、多方参与治理模式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今年中国也在其他方面为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深度参与伊朗核
问题谈判，积极斡旋南苏丹国内和解，提出政治解决
叙利亚问题“四步走”框架思路，向世界多个热点地
区派驻了 2700 余名维和人员，促成阿富汗政府与塔
利班开启和谈，积极支持国际和地区反恐合作，宣布
提供600亿美元支持对非“十大合作计划”……这些
来自中国的举措正改变着世界局势。

这一年，世界与中国一道并肩同行

增添新活力 程硕作 新华社发

亚洲新未来 韩鹤松作 新华社发

共建 徐骏作 新华社发

当专机进入巴方领空时，8 架“枭龙”战机起飞并
全程护航；当习近平主席步出飞机舱门时，机场鸣放
21响礼炮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时间回到2015年4月20
日，这是习近平主席抵达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时的
场景。习主席的年度首次出访，就获得了巴基斯坦这
位老朋友的高规格礼遇。

实际上，欢迎中国登门作客的不只是像巴基斯坦
这样富有传统友谊的老朋友。在美国，奥巴马总统为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和隆重
的欢迎宴会；在英国，王室按皇家最高礼仪，在伦敦塔
桥和格林公园分别鸣放62响和41响礼炮来欢迎习近
平夫妇，并在仪式结束后请习主席夫妇与女王夫妇一
道乘坐皇家马车前往白金汉宫下榻。

这一年，中国忙碌的身影、充满道义的责任和担
当让国际社会瞩目。世界聚焦着中国的倡议和行动，
对中国领导人的往来奔波报以极大的诚意。这种诚意
不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欢迎，更落实在具体的措施里。

今年3月12日，英国宣布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
员国，这标志着英国成为第一个寻求加入这家银行的
西方国家。随后，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瑞
士、韩国、西班牙、奥地利、丹麦、荷兰、澳大利亚
等相继申请加入。

尽管这些西方国家受到一定的压力，但仍然坚
决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会员国，与中国一道，
共同为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付出努力。

在年末的巴黎气候大会上，虽然会议延期超过
24 小时，但大会主席、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最终落下
了带有大会标志的绿色小锤。这宣告着里程碑式的

《巴黎协定》的诞生，宣告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
迈出重要一步。法国总统奥朗德称，为了达成这个

协定，世界已经等了40年。
协定产生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奥朗

德都在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表示，中国在巴黎气
候大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感谢中方为大会成功达
成 《巴黎协定》 作出突出贡献。中国用实际行动赢
得了世界的认可。

此外，今年中国还和多个国家达成了许多富有
成果的合作协定。习主席访美期间，双方达成了 50
项重要共识和成果，涉及新型大国关系、双边务实
合作、亚太地区事务等方面；访英期间，中英双方
签署近 4000亿元人民币订单，涵盖核电、金融、医
疗、零售、航空发动机等诸多领域。

莫斯科—喀山高铁合作协议成功签署，中韩、
中澳自贸协定相继签署并获批准，中国—东盟自贸
协定升级版谈判完成，中国同 20多个国家签署产能
合作协议……这些成就的获得离不开中国与世界其
他国家的共同努力。

合作有具体务实的行动，更有宏观层面的发展
战略对接。今年是“一带一路”构想完成规划并启
动实施之年。一年来，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已同20多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中欧决定“一带一路”与欧洲投资计划对接；
中英探讨“一带一路”与英国基础设施升级改造计
划和“英格兰北部经济中心”对接；中德建立“中
国制造2025”同“德国工业4.0”对接协调机制；中
蒙商定对接“丝绸之路”与“草原之路”……大方
向的对应、大框架的搭建必将对双方的深度合作带
来更多便利。

2015年，忙碌的中国，令人期待的中国，深刻影响
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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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被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这一年，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
理，但并非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而是根据全球发展大势，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
国智慧。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提倡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允许各国寻找最适
合本国国情的应对之策；关于互联网治理体系，中国提出“网络主权”，提倡共同构建
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
系；为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中国倡导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
银行，开创发展中国家组建多边金融机构的先河……

支撑“中国方案”的，是“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理念。据统计，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数十次提到“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中国自古以来的整体思
维和天下情怀高度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基于这一理念而生的“中国方案”，其最显著特征就是强调互惠互利。中国的目标
始终是把世界的机遇变成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变成世界的机遇。因此，中国提
出的“一带一路”并非新版“马歇尔计划”；中国的振兴与发展，也不会卷入“国强必
霸”的陈旧逻辑中。

在刚刚落幕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强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
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这正
是“中国方案”受到普遍欢迎的原因所在——尊重各国自主选择。

有西班牙学者评论道，“西方没有给予中国在今天全球治理结构中理应享有的影响
力。然而，这一状况或很快会改变”。中国正凭借着独特的智慧与方案，收获越来越多
的肯定与尊重，深度融入全球治理，深刻影响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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