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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2日电 在结束对捷克共和
国国事访问并出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四
届核安全峰会后，国家主席习近平2日回到北
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

主任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国务委
员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1日晚上，习近平离开美国华盛
顿启程回国。

本报华盛顿4月1日电（记者杜
尚泽、章念生） 4 月 1 日，第四届核
安全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
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加强
国际核安全体系，推进全球核安全治
理》的重要讲话，围绕构建公平、合
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全面阐
述中国政策主张，介绍中国在核安全
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宣布中国加强本
国核安全并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的举
措。

这次峰会以“加强国际核安全体
系”为主题，共有 52 个国家的领导人
或代表，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与会。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在海牙
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主张构建
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
系。为此，我们要强化政治投入，凝
聚国际共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的新型国际关系，把握标本兼治方
向，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要强化国家
责任，部署实施核安全战略，构筑严
密持久防线。要强化国际合作，打造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推进协调并进势
头。要强化核安全文化，营造共建共
享氛围。

习近平指出，海牙峰会以来，中
国在核安全领域取得了新进展。中国
奉行精益求精的理念，努力探索加强
核安全的有效途径，已经将核安全纳
入国家总体安全体系，写入国家安全
法，明确了对核安全的战略定位。中
国坚持言出必行的原则，忠实履行国
际义务和政治承诺。中国心怀合作共
赢的愿景，积极推动国际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加强本
国核安全，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分享
技术和经验，贡献资源和平台。中国
将构建核安全能力建设网络，推广减
少高浓缩铀合作模式，实施加强放射
源安全行动计划，启动应对核恐怖危
机技术支持倡议，推广国家核电安全
监管体系。只要我们精诚合作，持续
加强核安全，核能造福人类的前景必
将更加光明。（讲话全文见第二版）

与会领导人在发言中介绍了各自
国家政策主张和措施，赞赏核安全峰
会进程为维护和加强全球核材料和核
设施安全所作的积极贡献，并愿在后
峰会时代进一步加强相关国际合作，
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杨洁篪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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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4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 4月 1日，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 《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
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结束对捷克访问并出席核安全峰会

习近平回到北京

每年春季，西藏林芝波
密县都是一派盎然景象，远
方连绵的洁白雪峰、粉红桃
花、青稞田与藏民居和河流
交织构成仙境般的画卷，如
同世外桃源一样迷人。

图为 4 月 1 日在波密县境
内拍摄的美景。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青藏高原上的
“世外桃源”

3 月 31 日至 4 月 1 日，习近平主席出
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四届核安全峰
会。“安全”成为习近平在多边和双边场
合一系列谈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关
键词。习近平在峰会上以及伊朗核问题
六国机制领导人会议上的发言虽然主要
围绕核安全展开，但提出的理念、倡议
和方案对各领域国际安全事务具有重要
借鉴意义，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安全治理
的大国担当。

第一，首提“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
体”，突出各国在全球安全治理问题上
既然同舟则必须共济。当今世界仍不
太 平 ， 国 际 热 点 此 起 彼 伏 ， 恐 怖 主
义、网络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
散等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这些安全问
题 往 往 相 互 交 织 ， 其 影 响 又 超 越 国
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
可以置身事外或单独应对。加强全球
安全治理刻不容缓，同时离不开所有
国家的参与。

第二，主张用四个“强化”来加强
国际核安全体系，实际上这也是推进全
球安全治理的四大侧重点。“强化政治投

入”，要求各国特别是各国领导人充分重
视国际安全问题，把握标本兼治方向。

“强化国家责任”，要求各国要做好顶层
设计，战略布局和实际举措相结合。“强
化国际合作”，要求各国充分发挥现有国
际组织和机制，特别是联合国及其系统
的作用，推动协调并进势头。“强化核安
全文化”，要求各国营造“共建共享氛
围”。

第三，总结了伊朗核问题的解决所
带来的四点启示，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四条“锦囊”。“对话
谈判”是解决热点问题的最佳选择。“大
国协作”是处理重大争端的有效渠道。

“公平公正”是达成国际协议的基本原
则。“政治决断”是推动谈判突破的关键
因素。过去几年，面对朝核、伊朗核、
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全球治理问题，
运用这些“锦囊”，就会取得进展，否则
就会进展甚微乃至遭遇挫折。这几点启
示相互联系，在推进全球治理时，缺一
不可。

第四，分享中国确保核安全的“三
大经验”，体现了中国践行全球安全治理

新理念的决心。中国奉行“精益求精”
的理念，表明中国认为安全治理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国际安全问题来不得半
点马虎，必须不断地完善、改进。中国
坚持“言出必行”的原则，也就是必须
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和政治承诺。中国心
怀“合作共赢”的愿景，合作共赢是推
动国际交流合作持久的关键。

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与各国的往来日益密切，深知全球安全
治理搞好了，各国都将受益。中国是现
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
者，同样也要做全球安全治理的积极参
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中国有这个愿
望和能力，中国的大国担当将使世界更
加安全。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中国的大国担当让世界更安全
■ 华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