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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赵成） 国
家主席习近平 10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德国总
统施泰因迈尔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
意，加深互信，合作共赢，推动中德全方位
战略伙伴关系继续深入发展，让中德合作取
得更多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
和平与繁荣的成果。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复杂
深刻的演变。中德在很多问题上有相同或相
近看法，双方应继续加强双多边合作，在造
福两国人民的同时也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
性。习近平提出以下主张：

深化中德关系，相互理解和信任是基
础。合作共赢始终是中德双方政府和各界的
主流意愿。双方要总结中德关系的成功经
验，继续坚持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尊重彼此
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德方继续保持密切高
层交往，用好双边丰富多样的对话机制，加
强政策沟通。

保持中德关系的活力，需要坚持开放和
创新合作。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德国企业在中国新一轮开放中已捷足先登。
我们愿意同包括德国在内各国继续分享中国
发展的红利，同时也希望德国继续对中国投
资保持开放。

拓宽合作空间，共建“一带一路”可
以提供重要平台。中方愿同欧方、德方
积极探讨开展三方合作，推进欧亚互联
互通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共
同做大亚欧大市场。我们愿同德方及沿
线 国 家共同建设好中欧班列这条贸易大
通道。

双方要持之以恒推进人文交往，积
极为文化、教育、青年、体育等广泛领

域交流搭建更多平台。
双方要携手推进全球治理，共同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落
实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推动世界经济强
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共同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中欧双方应当也
可以在共同维护国际秩序、促进全球治理等
方面相互配合和支持，以中欧合作来维护多
边主义，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希望德方继
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施泰因迈尔表示，很高兴以德国总统
身份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在中
国各地的参观，使我更加钦佩中国改革开
放 40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
是成功使几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并解决温
饱问题，这一成就不容忽视。时隔 10 年再
次回到四川地震灾区，重建后的灾区面貌
令人印象深刻。德方对德中关系发展感到
满意，愿同中方加强对话，增进了解，扩
大共识，缩小分歧，深化合作，密切在国
际事务中沟通协调，共同维护自由贸易。
德国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将继续致
力于推动欧中互利合作，促进欧亚地区同
中国的互联互通。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
施泰因迈尔举行欢迎仪式。杨洁篪、丁仲
礼、王毅、夏宝龙、何立峰等参加。

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举行会谈

习近平：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
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上第
一个普遍性的、综合性的
人 权 文 件 《世 界 人 权 宣
言》，详细阐明了 《联合国
宪章》 中尊重和促进人权
的规定，为整个国际人权
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联
合国将 12月 10日确定为世
界人权日。

今年的人权日正值宣
言通过 70 周年。中国人权
研究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
金会 12月 10日在北京举行
了纪念 《世界人权宣言》
发表70周年座谈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强调 《世界人权宣言》 是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
大意义的文献，对世界人
权事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
响。联合国的成立是国际
社会吸取两次世界大战深
刻教训的结果，联合国在
其宪章和该宣言中重申基
本 人 权 、 人 格 尊 严 与 价
值，也正是联合国成立的
重要初衷。70 年间，联合
国根据宣言陆续制定多个
人权公约，大量的普遍性
或者区域性组织都在人权
文 件 中 强 调 以 宣 言 为 基
础，甚至许多国家的宪法
规定了对宣言的认可。宣
言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国
际社会向往和追求人权的
共同愿望。

什么是人权？习近平
在贺信中直截了当地说：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
权。”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
上对人权所作的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的历程与 《世界人权
宣言》 几乎同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近 70 年特别
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让 7
亿多的贫困人口脱贫，解决了世界上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温饱问题，
并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迅速迈进。中
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权事业的
巨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走中国道路取得的伟大成
就。正如习近平在贺信中
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从
诞生那一天起，就把为
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
发展作为奋斗目标”“中
国 发 展 成 就 归 结 到 一
点，就是亿万中国人民
生活日益改善”。

《世界人权宣言》 通
过后的 70 年间，世界人
权事业有了令人瞩目的发
展和进步，而 70 年后世
界向何处去？这正是人们
的追问。中国有句古话

“德合天地，道济天下”，
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关于道
义和德性追求的一个写
照，这也是当今中国的写
照。习近平在贺信中说：

“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
一道，秉持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
人的尊严和权利，推动
形 成 更 加 公 正 、 合 理 、
包 容 的 全 球 人 权 治 理 ，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 开 创 世 界 美 好 未
来。”全球人权治理应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目 标 ， 应 该 团 结 合 作 ，
应 该 秉 持 正 确 的 价 值
观，这就是推动世界人
权事业健康发展的中国
主张。

中国与世界是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中
国人权事业与世界人权事
业都是实现《世界人权宣
言》宗旨与精神的生动实
践，而且联系密切。发展
好中国的人权事业，同时
推动各国共同发展，这是
一直以来中国落实《世界
人权宣言》的积极态度。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
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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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魏哲哲） 12
月10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
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发来贺信，强调《世界人权宣言》是人类文明发
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对世界人权事业
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
一道，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
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推动形成
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共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世界美好未来。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
大的人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
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发展成就归结到一
点，就是亿万中国人民生活日益改善。

习近平强调，时代在发展，人权在进步。
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当代实际相结
合，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奉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人权理念，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
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
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要求，我国人权研究工作者要与时
俱进、守正创新，为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推
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在座谈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讲话。他
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
党的人权观，为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指明
了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讲好中国人权故事，深化人权理论研
究，促进人权领域交流，扎实做好尊重和保障
人权各项工作。

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向巴平措、中国人权
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孟复在座谈会上发言。

纪念 《世界人权宣言》 发表 70 周年座谈
会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
共同举办。来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
机制成员单位有关负责人和人权专家学者等
约150人出席座谈会。

习近平致信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

坚持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2月 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举行会
谈。图为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
大厅为施泰因迈尔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王 晔摄

12 月 10 日 ，
“大洋一号”科考
船从位于青岛的
自然资源部北海
分局科考基地码
头起航，将前往
印度洋、大西洋
执行中国大洋 52
航次科考任务。

图 为 “ 大 洋
一号”起航。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大洋一号”起航
执行52航次科考
““大洋一号大洋一号””起航起航
执行执行5252航次科考航次科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