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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历史，增强心理共振
2000多年来，丝路上驼铃清脆、马蹄声声，承载着

友谊和合作的使团商队往来不绝。推动了东西方文化交
流互鉴，谱写出人类文明史上的华彩乐章。帕米尔高原
展翅飞翔的雄鹰成为中塔人民世代友好的见证。

——2014年9月10日，在塔吉克斯坦媒体发表题
为《让中塔友好像雄鹰展翅》的署名文章

讲故事，激发情感共鸣
2008年 5月，中国四川省发生汶川特大地震。为了

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在新西兰南岛的克赖斯特彻奇
市，有一群可爱的儿童自发组织起来，迎着南半球冬天
的凛冽寒风，在街头演奏小提琴进行募捐。2011 年 2
月，克赖斯特彻奇市也遭遇了地震灾害。听到这一不幸
消息，中国国际救援队火速驰援参与救援工作，为搜救

被困人员贡献了一份力量。
——2014年 11月 19日，在新西兰媒体发表题为

《共同描绘中新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的署名文章

走“亲戚”，展现个人魅力
时隔 6年，应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邀请，我将对蒙

古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次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我对这
次走亲戚式的访问十分高兴并充满期待。我希望，以这
次访问为重要契机，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2014 年 8 月 21 日，在蒙古国媒体发表题为
《策马奔向中蒙关系更好的明天》的署名文章

引典故，彰显中国智慧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国和厄瓜多尔虽然远

隔重洋，但友谊的纽带将我们紧紧相连。今年 4月，厄
瓜多尔遭受强烈地震灾害。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中
国政府和人民感同身受，第一时间向厄瓜多尔政府和人
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在厄瓜多尔的中资企业和华
侨华人同当地人民肩并肩、手牵手，共同抗震救灾，谱
写了中厄友好新赞歌。

——2016年11月16日，在厄瓜多尔媒体发表题为
《搭建中厄友好合作的新桥》的署名文章

话“老乡”，感念传统友谊
中秘有着传统友好关系，两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

400 多年前，中国人不畏惊涛骇浪，开辟出跨越太平洋
的海上丝绸之路，自此两国往来络绎不绝。近 1个多世
纪以来，许多中国人远赴秘鲁，在这片热土上寻觅幸福
生活。他们同秘鲁人民一起辛勤劳作，为秘鲁国家建设
作出积极贡献，也成为最早在秘鲁传播中华文化的友好
使者。如今，拥有中国血统的秘鲁人占全国总人口近十
分之一，秘鲁人民亲切地把中国人称为“老乡”，说明
两国传统友好已经深深扎根在两国人民心间，这是我们
两国共有的宝贵财富。

——2016年11月17日，在秘鲁媒体发表题为《共
圆百年发展梦 同谱合作新华章》署名文章

望未来，寄望携手合作
作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两支重要力量，我们应该

做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莫迪总理认为，中印两国是

“两个身体、一种精神”。我对此表示赞同。“中国龙”
和“印度象”虽然各具特色，但都崇尚和平、公平、正
义。我们要携手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同推动国际
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完善和优化国际治
理机制和规则，使之更好适应时代发展和国际社会共同
需求。

——2014年9月17日，在印度媒体发表题为《携
手共创繁荣振兴的亚洲世纪》的署名文章

摆数据，印证合作共赢
德国已连续 42 年保持中国在欧洲最大贸易伙伴地

位。据德方统计，2016 年，中德双边贸易额 1700 亿欧
元，中国首次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德国是欧洲对华
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截至2017年5月，中国从德国引
进技术合同累计金额 768.2 亿美元。中德投资合作由

“单行道”进入“双向快车道”。
——2017年7月4日，在德国媒体发表题为《为了

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署名文章

（周晓洁整理）

7月3日至8日，习近平主席访
问俄罗斯和德国并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此次出访，
是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展开的一
次大国外交之旅。

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习近平
主席的出访轨迹遍及五大洲数十个
国家和地区。抵达往访国前夕，习
近平主席常常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
文章，阐述对两国关系的看法以及
中国外交理念主张。梳理分析这些
署名文章，不难发现，里面蕴含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许
多外交新理念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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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选读

坚持“亲、诚、惠、容”的
周边外交理念

从习近平主席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越南、
新加坡等国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
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
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2014 年 8 月 21 日，习主席在蒙古国 《日报》 等
媒体发表题为 《策马奔向中蒙关系更好的明天》 的
署名文章，提出发展同邻国友好关系的亲、诚、
惠、容理念，强调要使中国的发展惠及包括蒙古国
在内的周边国家。

同年 9 月 10 日，习主席在塔吉克斯坦 《人民
报》 和“霍瓦尔”国家通讯社同时发表题为 《让中
塔友好像雄鹰展翅》 的署名文章，指出：我们将坚
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
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贯彻亲、诚、惠、容的
周边外交理念，进一步同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
努力使中国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和人民。

2015 年 11 月 5 日，习主席在越南 《人民报》 发
表题为 《携手开创中越关系的美好明天》 的署名文
章，强调中方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
交方针，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致力于建
设亚洲命运共同体。

同年 11 月 6 日，习主席在新加坡 《海峡时报》
和 《联合早报》 发表题为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共创中新关系美好未来》 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致
力于维护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
作，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深入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推动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
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

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党中央召开了周边外
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主席强调，要谋大势、讲战
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当前，我
国正在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稳定的周边外
交环境，至关重要。东北亚、东南亚、中亚是我国
周边外交的战略重点。维护周边和平稳定，使周边
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打
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战略意义重大。

秉持“真、实、亲、诚”的
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

从习近平主席在津巴布韦、南非和埃及等国媒
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坚持正确义利
观，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对非合作讲究“真、
实、亲、诚”。

2015年11月30日，习主席在津巴布
韦 《先驱报》 发表题为 《让中津友谊绽
放出更加绚丽的芳华》 的署名文章，强
调中国将继续秉持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
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津巴布韦以及其
他非洲友好国家携手并进，把中非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的道路走得更宽更好。

同年 12 月 1 日，习主席在南非 《星
报》 发表题为 《让友谊、合作的彩虹更
加绚丽夺目》 的署名文章，指出：17 年
来，中南友好合作已经从一艘小船成长
为巨轮，沿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方
向不断乘风破浪前行。

2016 年 1 月 19 日，习主席在埃及《金
字塔报》发表题为《让中阿友谊如尼罗河
水奔涌向前》的署名文章，指出：我们在长
期交往和合作中始终坚持互信、互助、互
利、互荣的原则，成为彼此信赖和依靠的
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

中国和非洲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发
展任务和社会难题，中非一直以来都是休
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习
近平主席就任以来的首次出访地就包括
非洲，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非洲的高度重视。对待非洲
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
我们讲一个“实”字；加强对非友好，我们
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
讲一个“诚”字。

习近平主席指出，对周边和发展中
国家，一定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他认
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
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

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
是个好现象。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
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
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
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

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
和正确义利观，一方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外交
理念的反映，彰显了中国特色的道义观、责任观；
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延伸，把中国
梦与世界梦联系了起来。

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

从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埃及、波兰、秘鲁等
国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推动构建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合作共赢
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

2015 年 5 月 7 日，习主席在俄罗斯 《俄罗斯报》
发表题为 《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的署名文章，指
出：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
与发展目标迈进，更应该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2016年1月19日，习主席在埃及《金字塔报》发表
题为《让中阿友谊如尼罗河水奔涌向前》的署名文章，
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性挑战
不断增多，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局部动荡此起彼
伏，恐怖主义威胁明显上升，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的新型国际关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同年 6 月 17 日，习主席在波兰 《共和国报》 发
表题为 《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 的署名文
章，指出：中欧应该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时代潮流，深化双方战略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
中的沟通和协调，为推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
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同年 11 月 17 日，习主席在秘鲁《商报》发表题为
《共圆百年发展梦 同谱合作新华章》的署名文章，强
调：世界持久和平、持续发展进步是人类的共同心
愿。中方愿同秘方一道，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密
切沟通和配合，共同推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
际关系，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作出贡
献。

“合则强，孤则弱”。处理国际关系，应该多些
双赢、多赢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
思维。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传
统国际关系模式的摒弃，是对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
传统国际关系学说的超越创新。

5年来，习近平主席秉持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
系理念，积极推动中美、中俄、中欧等大国关系发
展，避免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同时积极推

动
同 其
他国家的
发 展 ， 尤 其
是近4年来，“一
带一路”从倡议转
变为行动，从理念转化
为实践，是受国际社会普
遍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是中
国践行合作共赢理念的典范，成
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
理政一大亮点。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习近平主席在巴基斯坦、智利、瑞士、德国等国
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可以看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
世界的“中国方案”，就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 年 4 月 19 日，习主席在巴基斯坦 《战斗
报》 和 《每日新闻报》 同时发表题为 《中巴人民友
谊万岁》 的署名文章，强调将中巴命运共同体打造
成为中国同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2016年11月22日，习主席在智利《信使报》发
表题为 《共同开创中国和智利关系更加美好的未
来》 的署名文章，表示中方愿同智方一道，推动中
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构建携手共进
的命运共同体。

2017 年 1 月 13 日，在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出
席世界经济论坛 2017年年会并访问瑞士国际组织前
夕，习主席在瑞士媒体发表题为 《深化务实合作
共谋和平发展》 的署名文章，指出：我这次访问联
合国日内瓦总部，是想同各方重温历史，弘扬各方
公认的外交理念，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重
大命题。

几天前，习主席在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国事
访问之际，在德国主流媒体发表题为《为了一个更加
美好的世界》的署名文章。文章强调，当前，人类社会
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人类
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
我们也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地区热点持续动
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
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国际经验越来越表明，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
字、治理赤字的唯一途径，就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
体。

当今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
家，无论是所谓“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
家”，日益形成“命运与共、唇齿相依”的局面。没
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享有绝对安全，建
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更是不能持续。
世界各国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走“对话而不
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政治新路，才是各国实现
和平相处的正确选择。人类应包容不同文明和文
化，走出意识形态偏见的泥潭和狭隘国家利益的窠
臼，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解决和平赤
字，实现世界的和平繁荣。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深度
交融。任何国家妄想依靠封闭发展，走向繁荣，都
注定走向失败。在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趋势的今
天，国家的发展必定是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享
发展。只有开放，才能获得发展动力；只有合作，
才能优化资源配置；只有共享，才能使发展可持
续。一个国家或一部分国家的发展繁荣不可能建立
在其他国家或另一部分国家长期羸弱的基础之上，
失衡的发展甚至攫取性的发展最终导致发展停滞、
世界不安。唯有建构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崇尚包容
性发展，才能解决发展赤字，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纵观国际，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
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严重失衡。即使新兴
经济体愈来愈成为国际上的重要力量，其在全球治
理中的话语权也严重不足，甚至处于失语状态。

弥补全球治理赤字，核心是“共商、共建、共享”。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
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贡献的“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事业，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
利，而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秉持的是亚洲命运共同
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事实证明，世界上绝大
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欢迎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中
国是正义的大国，是负责任的大国。

7月4日，在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
十二次峰会前夕，习近平在 《世界报》 发表题为 《为了一个更加
美好的世界》的署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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