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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所作的每一个抉择、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将决定世
界的未来。”

国家主席习近平 25 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直面问题挑战、把脉时代课题、提出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在致
辞中深刻阐述 21世纪需要什么样的多边主义、中国将如何践行多边
主义，以宏阔的国际视野和高度的责任担当，廓清错误认识、厘清发
展出路，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世界指引前行方向。

发出中国声音
剖析时代重大课题

刚刚过去的一年，人类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蔓延，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经济论坛以线上方式举行“达沃斯议
程”对话会，邀请全球各界领袖，围绕“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任”
展开对话。这也是今年习近平主席出席的首场多边外交活动。

全球大灾疫与百年大变局叠加交织，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要关
口，国际社会更加渴望倾听中国的声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是这场对话会上的明星。”对话会前夕，
外媒这样表达期待。

这份期待，缘于 4年前习近平主席那场里程碑式的演讲——
2017年 1月，围绕“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

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要
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被论坛主席施瓦
布赞誉“为我们带来了阳光”。

这份期待，缘于 4年间中国以行践言、砥砺前行——
从国际多边舞台到国内主场外交，从谋划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到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纵使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始终致力于
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评价说，中国是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支柱。

致辞中，习近平主席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深刻剖析这个时代面
临的四大课题——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
衡、包容增长”；

“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
“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鸿沟，共同推动各国发展繁

荣”；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缔造人类美好未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晖认为，四大课题相

互联系，构成一个立体框架，从不同视角、层面全方位审视我们身处
的世界：一方面，如何推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是摆在全人类面
前最现实的问题；另一方面，某些西方政客刻意挑起意识形态分歧，
同时南北发展差距拉大甚至可能固化，这些都可能会引发更深层次
的危机和风险。

“直面风险挑战，思考世界发展方向，提出问题解决路径，已经成
为中国领导人处理国际事务的鲜明风格。”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说，
很多人都还记得 4年前习近平主席演讲中的精彩论述，比如“世界经
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
屋子”等，这些生动的表述蕴含深刻哲理，对现实世界有着很强的指
导性。

此次致辞中，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
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
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
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了，整个世
界繁荣稳定就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
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表示，这些论断直指国际
社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亮明中国立场，彰显东方智慧，有助于各方
凝聚共识、重建互信、加强团结，破解时代难题。

贡献中国方案
高举多边主义旗帜

“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
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态度鲜明、一语中的，为迷茫中的世界指明路径。针
对新形势下多边主义当如何守正出新、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四
点倡议：

——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
——要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
——要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
——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
高飞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系统地回答了“21世纪我们需要什

么样的多边主义”这一时代之问。“这其中，开放包容是核心，国际法
则是基础，协商合作是路径，与时俱进是方向。”他说，四个“要”字的
有机结合，构成了中国方案的核心。“四点倡议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
价值和基本原则，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为
多边主义理念增添了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

“如果说 4年前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是为陷入焦虑和迷茫的世界经
济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那么，这一次的致辞则阐明了各国应当如何
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多重危机叠加的世界找出系统性的解决方
案。”苏晓晖说。

过去一年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功签署，中欧
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中国同非洲联盟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规划……有外媒评论说，这是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有力回击，是
多边主义的重大胜利。

一段时间以来，个别西方国家为了满足自身利益一意孤行、倒行
逆施，大搞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动辄制裁、威胁其他国家，成为破坏
国际秩序、威胁国际规则的麻烦制造者。对此，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

作出一针见血的论述：
“不能谁胳膊粗、拳头大谁说了算，也不能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

边主义之实”“无论是搞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科技战，最终将损害
各国利益、牺牲人民福祉”“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
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
赛”……

苏晓晖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旗帜鲜明地表达出中方支持什
么、反对什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一些国家打着多边主义的旗
号牟取一己私利，这只会制造新的分裂，中方明确反对这样的做法。
唯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才能维护好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习近平主席所作的论断、提出的倡议，再次表明中国始终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陈凤英说，在关键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为解决世
界问题给出中国答案，展现出中国的思考与大国担当。

践行中国承诺
推动共创美好未来

“我们认为，只要是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中国就应该义不容辞
地做，并且做好。”习近平主席的话掷地有声。

当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成
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中国的一举一动牵动
世界目光。

“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
“继续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继续促进可持续发展”；
“继续推进科技创新”；
“继续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习近平主席用五个“继续”向世界宣示，中国将一如既往，同世界

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变局中的世界注入确定性。
向 150多个国家和 13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为有需要的国家

派出 36个医疗专家组，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承诺将疫苗作
为全球公共产品，宣布力争于 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苏晓晖说，中国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开放自信、重信守诺的大国
形象。习近平主席提出五个“继续”，进一步表明，中国不仅为自身发
展而奋斗，而且也为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奋斗，这正是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写照。

就在一周前，一条消息的发布为疫情阴霾下世界经济带来亮色：
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首次
迈上 100万亿元新台阶。

陈凤英认为，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进一步宣示中国开放决心，中
国主动开放、逆势开放，是对全球化、对多边主义的最好支持，也为世
界经济注入了强大信心。

“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中国人民张开
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4年前，习近平
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明确承诺。

4年来，世界见证了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历史进程：成
功举办三届进博会、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全面实施外
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多次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容自由
贸易试验区、发布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有理由相信，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中国的发展将为各国合作提供更多机遇，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注入更多动力。”高飞说。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世界指引方向
——习近平主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特别致辞解读

2020年4月22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国赴马抗疫医疗专家组
与马各地中医药界人士视频连线。

2021年1月18日，巴西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市首名接种者、49岁的
女护士利亚娜·蒂诺科（中）在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2020年8月21日，在南苏丹首都朱巴的一处新冠病毒检
测机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与南一线医护人员交流。

2020 年 3 月 23 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机场工作人员
搬运中国援柬医疗物资。

2020年4月4日，中国赴塞尔维亚抗疫医疗专家组在贝尔格莱德
的基层发热门诊为门诊主任特里富诺维奇（中）更换防护标准更高的
口罩。

2020年9月2日，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一个核酸检测
取样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与当地工作人员合影。

2021年1月18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一名医务人
员展示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