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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
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元首外交 今年将迎来新的高光时刻

3月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
行记者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
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元首外交是中国外交
的最高形式。过去一年，
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身
体力行，元首外交成果丰
硕，一幕幕精彩画面仍历
历在目。从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发表 70 周年纪念大
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到中阿合作论坛，三大
主场外交树立起全球南方
携手共进的新标杆。从欧
洲到中亚，从金砖到拉美，四
次重要出访汇聚起世界团
结合作的新动能。习主席
还接待了众多外国政要和
友 人 ，130 多 场 外 事 会 谈
会见，续写了中外友谊的
新佳话。

作为大国大党领袖，
习近平主席以全球视野和
时代担当，引领中国外交守
正创新，稳健前行，推动中
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积极

和深远的变化：一是中国的
外交政策主张尤其是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
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欢
迎和支持；二是中国在应对
各种全球性挑战、解决热点
难点问题上发挥的积极作
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
期待和赞许；三是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的成功和启示，也
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
和借鉴。

2025 年对中国和世界
都是一个重要年份，元首外
交将迎来新的高光时刻。
就在上个月，习主席出席
亚冬会开幕式，拉开了今
年主场外交的序幕。我们
还将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80 周年，举行上海
合作组织峰会等一系列重
大活动。

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
化，中俄友好的历史逻辑不
变，内生动力不减。

双方深刻总结历史经
验，决定永久睦邻友好，开
展全面战略协作，寻求互利
合作共赢，因为这样最符合
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
合时代发展进步的方向。
中俄已探索出一条“不结
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
的相处之道，站在了新型大
国关系的前列，树立了相邻
国家关系的典范。一个成
熟、坚韧、稳定的中俄关系，
不会因一时一事而变，更不
会受第三方干扰，是动荡世
界中的恒量，不是地缘博弈

里的变量。
去年是中俄建交 75周

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
三次面对面会晤，共同引领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迈向历史新阶段。

今年是二战胜利 80周
年，中俄两国曾分别在亚洲
和欧洲主战场浴血奋战，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
出了巨大民族牺牲，作出了
重大历史贡献。双方将以
共同纪念这一重要历史节
点为契机，弘扬正确二战史
观，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
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相互尊重是国与国交
往的基本准则，也是中美关
系的重要前提。任何一个
国家都不能幻想一边对华
打压遏制，一边与中国发展
良好关系。这种“两面人”
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双边关
系的稳定，也无法建立起彼
此的互信。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
美都将在这个星球上长久
存在下去，因此必须和平共
处。正如习近平主席今年
初在与特朗普总统通话时
指出的，冲突对抗不应成为

选择。中美两国拥有广泛
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
可以成为伙伴，相互成就，
共同繁荣。

中方将继续按照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
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致
力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健
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希
望美方能倾听两国人民的
声音，认清历史发展的大
势，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
发展，积极务实地开展对华
交往，同中方一道，共同走
好既有利于两国、又造福世
界的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今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
回顾双方半个世纪的交往，最
宝贵的经验是相互尊重，最强
大的动力是互利共赢，最一致
的共识是多边主义，最准确的
定位是合作伙伴。

50年来，中欧合作获得长
足发展，贸易额从24亿美元增
长到7800亿美元，投资额从几
乎为零增长到近 2600 亿美

元。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
10万列，成为联接亚欧的黄金
通道。

50年后的今天，中欧经济总
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中欧合作
更具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一
个健康稳定的中欧关系，不仅
将成就彼此，还将照亮世界。

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欧
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话时

指出，国际形势越是严峻复
杂，中欧越要秉持建交初心，
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
信，坚持伙伴关系定位。中国
对欧洲依然抱有信心，也相信
欧洲可以成为中方信任的伙
伴。双方有能力、也有智慧通
过友好磋商妥善解决存在的
问题，共同开辟下一个值得期
待的50年。

去年11月，中日两国领导
人达成重要共识，同意按照四
个政治文件精神，全面推进中
日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契合新
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
日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两国关系呈现改善发展的积
极势头。我们欢迎两国各界
加强往来，深化互利合作，改
善国民感情，这些都是符合双
方长远利益之举。对于你提
到的日方一些具体关切，中方

将秉持负责任态度，依法依规
妥善处理。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80周年。铭记历史，是
为了更好开创未来。淡忘历
史，就会迷失前进方向。当
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和
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
也 给 日 本 人 民 带 来 深 重 灾
难。防止军国主义阴魂复活，
是日本时刻不可松懈的应尽
义务，也是中国和亚洲人民不

可挑战的坚定意志。在良知
和诚信的检验面前，日本应当
信守和平宪法精神，继续走和
平发展之路。

中日交往源远流长，日本
应当最了解，中国是热爱和平
的力量，讲信修睦的邻邦。上
千年来，中国给日本带来的，从
来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面
对历史大变局，什么是为邻之
道，什么是大势所趋，日方有识
之士应当深思熟虑，从善而行。

中印关系过去一年迈出
向好步伐。去年10月，习近平
主席和莫迪总理在喀山成功
会见，为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
作出战略指引。双方认真落
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
各层级交往与务实合作，取得
一系列积极成果。

中印互为重要邻国。中
方始终认为，做相互成就的伙
伴、实现“龙象共舞”是双方唯
一正确的选择。

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我们的共同任务是加
快各自国家的发展振兴，双
方理应相互支持而非相互消
耗，密切合作而非彼此防范，
这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
本利益。

作为两大文明古国，我们
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维护好
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直到找
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要
坚持不以边界问题定义两国
关系，不让具体分歧影响两国
关系大局。

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
我们还有责任带头反对霸权
主义、强权政治。不仅要维
护两国的正当权益，也要维
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印
携起手来，国际关系民主化
和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就大有
希望。

今 年 是 中 印 建 交 75 周
年。中方愿同印方共同努力，
总结经验、开辟未来，推动中
印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
向前发展。

中国和非洲从来都是命
运与共的好朋友、好伙伴、好
兄弟。在习近平主席和非方
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非关
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中国
与非洲所有建交国实现了战
略伙伴关系“全覆盖”，中非
命运共同体定位提升到“全
天候”层级。

今年是中非合作论坛成
立 25 周年。25 年来，中方帮

助非洲新建和升级了近 10万
公里公路、超过 1 万公里铁
路。仅过去 3年，中国企业就
为非洲又提供了超过110万个
就业岗位，中国已连续16年保
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
非合作让非洲兄弟姐妹看得
见，摸得着，有实惠。去年，有
位冈比亚农民专门把他种的
大米送到湖南，向袁隆平先生
表达敬意。因为中国的杂交

水稻，让他们告别了饥饿，迎
来了希望。这样的故事，每天
都在非洲发生。

非洲是 21世纪的希望热
土，没有非洲的现代化，就没
有世界现代化。非洲的稳定
与发展关乎人类共同命运，世
界应倾听非洲声音，重视非洲
关切。非洲正在经历新的觉
醒，各国应支持非洲走出自主
自强的发展新路。

中拉合作是南南合作，只
有相互支持，没有地缘算计。
同拉美国家交往，中方始终秉
持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原
则，从不寻求势力范围，也不
针对任何一方。

拉美人民要建设的，是自
己的家园，不是别人的后院；
拉美国家所期待的，是独立

自主，不是门罗主义。中拉
合作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
为尊重拉美人民的意愿，符
合拉美国家的需要，也为拉
美振兴提供了可靠的选择，
广阔的前景。

新时代以来，在 习 近 平
主席和拉美国家领导人擘画
引领下，在中拉论坛机制助

力下，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
得丰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今年是中拉论坛正式运
行十周年，中方将于上半年在
华举办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
议。双方将以此为契机，跨越
山海，排除干扰，推动中拉合
作迈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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