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世界瞩目的时刻——
2006年11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胡锦

涛主席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 48个
非洲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一一握手。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发展中国家
最多的大陆，掀开了合作的崭新篇章。

这是万众期待的聚首——
2008 年 11 月 15 日，华盛顿美国国家建筑

博物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惊涛骇浪中，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第一次聚首，胡锦涛主席向世界
发出呼吁：通力合作，共度时艰……

这是全球关注的行动——
2011 年 2 月底至 3 月初，战火纷飞的利比

亚。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紧急
展开：35860名同胞或由中国军舰护航，或乘坐
一架架包机、一辆辆客车安全撤离……

新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处于大发展大变革
大调整之中，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日益紧密。
10年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秉持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
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
上升，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愈发鲜明。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郑重宣示——2005
年，“和谐世界”，一个充满东方智慧、描绘国际
关系理想状态的词汇亮相国际舞台。

这年 4月，胡锦涛主席参加雅加达亚非峰
会，首次提出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
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9
月，在联合国成立 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
主席阐释了中国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的和谐世界的理念。

数年里，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反复倡导，“和
谐世界”的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

这是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
妥善处理复杂敏感问题的10年——

11月初，中国海监执法编队继续在我钓鱼
岛海域进行例行维权巡航。海监编队对非法进
入我领海活动的日方船只进行监视取证，并实
施驱离措施。

自9月10日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多次严
正交涉，宣布对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非法实施所谓“国有化”以来，中国采取了公布
领海基点基线、海监船“常态化”执法管理等一
系列维权行动。

从钓鱼岛到黄岩岛，10 年来，中国妥善处
理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和领土主权争议，有
效捍卫国家主权。

10 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坚决遏制“台独”
“藏独”“东突”等反华敌对势力分裂破坏活动，
坚定维护国家利益。

这是共同应对挑战，话语权不断提升的10
年——

2012年 6月，中国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增资 430亿美元。此时，欧洲经济被债务重
负拽向深谷，国际金融机构急需补血……

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的日子里，中国始终和
各国并肩而立，携手应对：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峰会到亚欧首脑会议、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
领导人对话会议，中国领导人积极参与，倡导各
国风雨同舟，共寻危机解决之道。

危机之初，美国《时代》周刊预言中国“只是
个身陷囹圄的大国”。中国迅速出台一揽子计
划，使经济率先回升向好，到2009年第三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超过8%，《时代》不得不感叹
中国“几乎成为照耀全球经济信心的灯塔”。
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

有这样一个细节，被有心人记录下来：2009
年4月2日，伦敦。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新闻
中心的墙上悬挂3个时钟，分别显示着“华盛顿

时间”、“伦敦时间”和“北京时间”。
小小的细节，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中国话语

权不断提升，并逐步跻身全球治理核心圈。
10 年来，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份额不断提升，陆续加入金融稳定理事会、
巴塞尔委员会等主要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
林毅夫、朱民分别成为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
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首位担任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副总裁的中国人。

这是分享发展机遇，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不
断推进的10年——

2007年4月15日，经历半个多世纪风雨的
广交会由“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名为“中国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从“出口”到“进出口”，一字之增，折射的是
一个牵动全球神经的变化：中国正日益成为国
外优质商品的巨大市场。

权威部门还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国货物总进
口规模超过8万亿美元，将成为世界最大进口国。

10年来，中国外交始终把为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作为主线，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
去”战略，切实维护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我
国发展利益。

这个长期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度，
近年来还“华丽转身”，对外投资迅猛增加，已成
为第五大对外投资国。

自由贸易有助于互利共赢。中国迄今已与
2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和实施 10个自由贸易协
定，双边贸易总额超过了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4。

这是积极参与，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越
来越重要作用的10年——

黎巴嫩东南部小镇希亚姆，联合国军事观
察员哨所外不到 200米处，被炸弹烧焦过的土
地上，一块墓碑上镌刻着中国军人杜照宇的名
字，也记载着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誓言。

10 年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向战乱地区派出了2万多人次维和官兵和军事
观察员，成为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

无论是应对恐怖主义、解决地区冲突，还是
参与斡旋朝核、伊核问题，中国一直是维护世界
和平的重要力量。

从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到印度洋海啸
救援，从气候变化谈判到粮食安全会议，10 年
来，解决国际热点问题都少不了中国的建设性
作用。

这是广交朋友，进一步推进全方位外交的
10年——

从一些细节，可以窥见中国运筹新型大国
关系的不懈努力：

中美元首10年会晤26次，两国建立健全了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90多个政府间对话机制；

普京再次就任俄罗斯总统一个月内即对中
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欧领导人每年定期会晤，增强了双方的
理解和互信……

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中国坚持与
邻为善、以邻为伴，划定了约 2万公里边界线，
解决了同12个陆地邻国之间的陆上边界问题。

从不断创新的上海合作组织到日臻成熟的
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从
备受瞩目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到倡议中
的中国—拉丁美洲合作论坛……10年来，一系
列对话机制成为增强互信、促进合作的新平台。

全方位、多渠道的对外交往格局实现新发
展：中国共产党已与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党际联系，全国
人大与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议会定期交流，中
国军队与 30多个国家的军队举行近 60次联合
演习，350 多所孔子学院遍布 1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中国公民出境人次从 1000 多万增加到
7000多万…… （请继续阅读AA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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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 ——10年来，一个形象更加鲜明：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喜迎党的十八大 十年奋斗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