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赏秋时节来临，重庆山王坪喀斯特生态公园内各种树木呈现迷人色彩，
美不胜收。图为11月1日，游客在山王坪生态石林赏秋游玩。

汪 新摄 （人民视觉）
秋色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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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梅常伟） 中央军
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11月2日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
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
军委委员、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升民同
志颁发命令状。

下午 4时 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又侠主持晋衔仪式。

晋升上将军衔的张升民军容严整、精神抖擞来到
主席台前。习近平向他颁发命令状，并同他亲切握手，
表示祝贺。佩戴了上将军衔肩章的张升民向习近平敬

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

平等领导同志同张升民合影留念。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以及军

委机关各部门领导和驻京大单位副战区职以上领导
等出席晋衔仪式。

中央军委举行晋衔仪式
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张升民颁

发命令状并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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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
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11月8日至10日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届时，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和

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推动特朗普总统访华和
中美元首会晤取得重要成果，为中美关系发展注
入新的强劲动力。

第 72 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
事务第一委员会 （联大一委） 会议1日
通过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
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
器”两份安全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再次载入这两份联合国决
议，这也是这一理念首次纳入联合国
安全决议。

联合国和一些国家官员表示，这
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理念的广泛支
持，也表明中国将为新时期的全球安
全治理作出不懈努力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出席联大一委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军控司司长王群表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再次
写入联合国决议，体现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支持。当前，全球安全治理正处
于历史转折期，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动
荡，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中方将
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指引，与国际社会一道，推
进全球安全治理，维护世界和平安全。

联合国副秘书长、裁军事务高级代
表中满泉说，中国近些年在裁军、维和
等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与联合国的共同安全的
和平理念高度契合，给充满不确定的世
界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中国方案，符合
各国共同利益。

第 72 届联大一委主席、伊拉克常
驻联合国代表阿鲁罗姆表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前瞻性，是
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的有效办法，
应该在多边领域加以推广。他说，中
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在为
人类的安全和未来贡献智慧和力量，
他对此感到钦佩。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洛迪表
示，在当前安全形势下，国际社会面
临的核竞争、恐怖主义、网络犯罪等
问题，都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能够解决的，各国
只有摒弃丛林法则与零和博弈，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才
能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相信巴基斯坦将成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直接受益者。

今年 2月 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55届会议协
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

（据新华社联合国11月1日电 记者马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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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成效明显
前三季度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增15％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于佳欣） 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高峰2日表示，今年以来，“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取得明显
成效，前三季度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7859亿美元，同比
增长15％。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前三季度，
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96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
包工程合同额967.2亿美元，同比增长29.7％；沿线国家在华
实际投资42.4亿美元，新设立企业2893家，同比增长34.4％。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企业在沿线24个国家推
进建设了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入区企业达到3412家，上缴东
道国税费累计22.1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0.9万余个就业岗位。

据介绍，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正在加快实施。自贸区建设
加快推进，自贸水平和标准不断提升。

“研究前沿热度指数”首发
中国研究前沿表现世界第二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田晓航、刘宏宇） 中国
科 学 院 与 信 息 服 务 公 司 科 睿 唯 安 2 日 在 北 京 联 合 发 布

《2017 研究前沿》 报告，遴选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10
个大学科领域排名最前的 100 个热点前沿和 43 个新兴前
沿。其中，中国表现卓越的研究前沿有 25 个，约占 18％，
居世界第二位。

当日首次发布的 《2017研究前沿热度指数》 报告，还展
现了世界主要国家在10个领域的100个热点前沿和43个新兴
前沿的研究活跃程度。

报告显示，美国、中国、英国在这些前沿领域研究最为
活跃。在 10个领域中，美国在 8个领域得分排名第一。中国
在化学与材料科学和数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领域排名第
一，表现最为活跃。

﹃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

中
国
理
念
再
次
写
入
联
合
国
决
议

国
际
舆
论
：
为
人
类
安
全
和
未
来
贡
献
智
慧
和
力
量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
于 11 月 8 日至 10 日对中国进行国事
访问。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首次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双方将共
同努力，推动特朗普总统访华和中
美元首会晤取得重要成果，为中美
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历次美国总统访华，都是中国主
场外交的重中之重。中美关系在两
国对外交往中有着特殊重要性，双方
对对方国家元首来访一直给予高度
重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正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中国更有自信和底气，也更
加从容与美国交往，互利互惠。

中国的底气首先源于对中美关
系大局趋稳的基本判断。目前中美
已在各领域建立起成熟的双边合作
机制，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人文交
流不断深化。这些体系性、结构性
因素决定了中美关系竞合并存、总
体稳定、曲折前行的基本特征，不
会轻易发生颠覆性改变。国事访问
则是加深两国互信的重要契机。

其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
响力持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体现大国
担当，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
案。这些成就促使中国以平和的心态，
与包括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内的任何
一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相互尊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关系。

第三，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不
仅使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焕发出
强大生机与活力，还拓展了发展中国
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方在自我
反思的同时，开始对中国的治理成效
心向往之，这意味着中国软实力显著

提升。特朗普曾多次表达过对中国治
理能力和发展成就的钦佩。

基于自信和底气，中国既对特朗
普总统访华充满特别的期待，也更加
从容迎接他的到来。两国元首将就中
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
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他们有太多话题交流。比如全球
化问题。中国坚信，开放带来进步，封
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要以“一带一
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
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
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同时，中方
也期待美国以更开放心态，看待中国和
中国企业、中国产品。

世界也有很多事需要他们对表。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
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
题。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
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
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
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
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无论是从中美两国还是从全球角
度出发，中美两国元首的此次会晤，
都值得期待。相信，在“不冲突、不
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
大国关系原则指导下，中美将携手造
福两国人民、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
究院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