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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魏茨泽克前总统，
尊敬的施密特前总理，
尊敬的魏迈尔副主席，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古腾塔克！大家好！我很高兴

应魏茨泽克前总统和科尔伯基金

会的邀请，与大家见面。首先，我

谨对科尔伯基金会在促进中欧相

互了解和理解方面作出的努力和

贡献，表示诚挚的谢意！

5 年 前 ，我 曾 访 问 过 贵 国 。

当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还在发

酵，欧债问题初露端倪，全球经济

笼罩在一片不安之中，颇有“黑云

压城城欲摧”之感。那次访问期

间，中德决定推动各领域合作向

更高层次迈进，以实际行动共克

时艰。

5 年后，我高兴地看到，欧洲

在应对主权债务问题上取得了积

极进展，经济复苏迹象明显。德

国作为欧洲经济“稳定锚”和欧洲

一体化的推动者，发挥了关键作

用，赢得了国际社会赞誉。我们

为中国同德国和欧洲合作应对国

际金融危机冲击取得的成果感到

高兴。

当前，中德关系正处在历史

最 好 时 期 ，双 方 交 流 合 作 的 广

度、深度、热度都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水平。事实证明，中德实现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不仅可以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可以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重要促

进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为什么中德两国交流合作能

出现这样的好局面？我认为，一

个重要因素就是经过双方长期努

力，懂得了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国

情、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要相互

理解、真诚相待，善于倾听对方意

见，设身处地从对方的角度思考

问题。

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是促进

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了

解越多，理解越深，交流合作的基础就越牢固、越广泛。

众所周知，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中

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面对中国的块头不断

长大，有些人开始担心，也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

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甚至

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

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尽管这种论调像天方夜谭一

样，但遗憾的是，一些人对此却乐此不疲。这只能再次

证明了一条真理：偏见往往最难消除。

纵观人类历史，把人们隔离开来的往往不是千山

万水，不是大海深壑，而是人们相互认知上的隔膜。莱

布尼茨说，唯有相互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才能共同点

燃我们的智慧之灯。

借此机会，我想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题，

就中国改革发展谈点体会，希望有助于增进大家对中

国的了解和理解。

中国早就向世界郑重宣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

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

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

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

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

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

发 展 目 标 条 件 的 认 知 ，来 源 于 对 世 界 发 展 大 势 的

把握。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

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

基因测序。有着 5000 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

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

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

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

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

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

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

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

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

继承和发扬。

中国已经确定了未来发展目标，这就是到 2020 年

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形象地把这个目标

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有 13

亿多人，只要道路正确，整体的财富水平和幸福指数可

以迅速上升，但每个个体的财富水平和幸福指数的提

高就不那么容易了。同样一桌饭，即使再丰盛，8 个人

吃和 80 个人吃、800 个人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深

知，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提高 13 亿多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需要我们付出

艰苦的努力。中国要聚精会神搞建设，需要两个基本

条件，一个是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一个是和平安宁的

国际环境。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

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 100 多年

间，中国社会战火频频、兵燹不断，内部战乱和外敌

入 侵 循 环 发 生 ，给 中 国 人 民 带 来 了 不 堪 回 首 的 苦

难。仅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就造成了中

国军民伤亡 3500 多万人的人间惨剧。这段悲惨的历

史，给中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国人历来

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

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只有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

界和平，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为世界作出

更大贡献。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

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历史告诉我们，

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

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

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当今世界，殖

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还能走得通吗？答案是否

定的。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只

有 和 平 发 展 道 路 可 以 走 得 通 。

所以，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

展道路。

事实胜于雄辩。几十年来，

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始终强调中国外交政策

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中国多次公开宣示，中

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

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在政

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

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

样做的。当然，中国将坚定不移

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我们会

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的苦果。

总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

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

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

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

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

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

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

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去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

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中国

改革开放作出了顶层设计，提出

了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我们

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长

远发展奠定更好的制度基础。

中国正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将激发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

7000 美元，进入了居民消费结构

和 产 业 结 构 快 速 升 级 的 时 期 。

2013 年，中国服务业比重首次超

过工业制造业。中国服务业比重

和地位将继续提高，高附加值和

高技术产业比重将不断上升，新

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也将不

断涌现。未来 5 年，中国预计将进口超过 10 万亿美元

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累计将超过 5000 亿美元，还将

有超过 5亿人次出境旅游。

中国先哲老子讲：“大邦者下流。”就是说，大国

要 像 居 于 江 河 下 游 那 样 ，拥 有 容 纳 天 下 百 川 的 胸

怀。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

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我们期待时间能够消除

各种偏见和误解，也期待外界能够更多以客观、历

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真正认识一个全面、真实、

立体的中国。

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

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我们将从世界和平

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

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

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华民族和德意志民族是两个伟大民族，为人类

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德国不仅以其发达的科学

技术和现代制造业闻名世界，而且在哲学、文学、音乐

等领域诞生许多享誉全球的巨擘，他们的许多作品早

已为中国民众所熟知。这些作品中，有歌德、席勒、海

涅等人的文学巨著和不朽诗篇，有莱布尼茨、康德、黑

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人的哲

学辩论，有巴赫、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等人的优美旋

律。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中国读者都从他们的作品

中获得愉悦、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加深了对世界和人生

的认识。

德国人说，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中国人

民同德国人民有着悠久交往历史和深厚友谊。此时此

刻，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位中国人民爱戴的德国友人，他

就是拉贝。70 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侵入中国南京

市，制造了屠杀 30 多万中国军民的惨绝人寰的血案。

在那个危急关头，拉贝联络了其他十几位在华外国人

士，设立了“南京安全区”，为 20 多万中国人提供了栖

身之所。拉贝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大屠杀内情，成为

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证据。1996 年，中德共同建立的

拉贝纪念馆在南京开放。去年底，由南京市建造的拉

贝墓园修复工程落成。中国人民纪念拉贝，是因为他

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

还有一位德国友人叫诺博，是德国葡萄专家，2000

年至 2009 年间他同助手汉斯 17 次来到中国山东枣庄，

向当地农民传授葡萄栽培、嫁接改优技术，将传承几百

年的家族商标无偿授予当地酒厂使用。诺博和汉斯资

助了8名当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学。2007年，汉斯突

患癌症，弥留之际仍不忘自己资助的两名学生尚未念完

高中，嘱托诺博把 2000 元助学款带给他们。2008 年 8

月 1 日，当诺博把钱交到孩子手中时，在场的所有人都

感动得潸然泪下。

这只是中德两国人民友好的两个感人片段。长期

以来，众多的德国朋友为中德关系发展、为中国改革开

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21 世纪是合作的世纪。心胸有多宽，合作舞台就

有多广。未来 5 年至 10 年对中德来说都是改革发展的

关键时期。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两国合作将呈现更

多契合点，不断获得新动力。我相信，当“德国制造”和

“中国制造”真诚牵手合作，我们所制造的将不只是高

质量的产品，更是两国人民的幸福和理想。作为亚洲

和欧洲最主要的两大经济体，中德经济加强融合，实现

亚欧两大经济增长极强强联手，定将对世界经济产生

积极影响。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 周年、第二次世

界大战爆发 75 周年。德国文学家莱辛说，历史不应该

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贵国前总理勃

兰特曾经说过：“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

中国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人民从自身经历

中形成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觉选择，我们也真诚希

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

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谢谢大家。

（新华社柏林3月28日电）

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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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习 近 平 会 见 德 国 副 总 理
兼经济和能源部长加布里尔

本报德国杜塞尔多夫 3 月 29 日
电 记者王宝锟 王志远 谢飞报
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29 日在杜塞尔
多夫会见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能源部
长、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

习近平表示，你专程到北威州
陪同我访问，体现了德国政府和德
国社民党对两国关系的重视。中德
经贸投资合作是中德关系的基石，
应 该 进 一 步 加 强 。 我 这 次 访 问 德
国，双方决定将两国关系由战略伙
伴 关 系 提 升 为 全 方 位 战 略 伙 伴 关
系，内涵更加丰富了，说明双方对
中德关系更有信心了，两国合作更
全面、前景更好了。中德经济关系

是贸易加上投资再加上金融，进行
深度合作。中国正在推进新型工业
化 、 信 息 化 、 城 镇 化 、 农 业 现 代
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
结 构 。 这 为 中 德 合 作 带 来 更 多 机
遇。双方要把握机遇，推进合作。

习近平积极评价德国社会民主
党为发展中德关系作出的历史性贡
献，表示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在平
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同德国社会民
主党发展关系，增进相互了解。有
了了解，才能理解，有了理解，才
能合作。希望加布里尔领导德国社
会民主党为促进两党两国友好合作
作出新贡献。

加布里尔表示，德方高度重视中
国的大国地位，愿加强两国各领域务
实合作。德方对中国投资持开放态
度，欢迎中国企业来德。中方构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对德方很有吸引
力，希望这将成为两国合作新的增长
点。德方赞同中方主张各国和而不
同，希望同中方加强对话交流，增进
相互了解和信任，相互学习借鉴。德
国社民党愿保持同中国共产党友好交
往，积极推动德中关系发展。

当天，习近平还参观了位于北威
州的杜伊斯堡港。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
上述活动。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上接第一版）

在回答关于中国国防预算的问题
时，习近平表示，中国的国防预算是
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国防建设正当
需要的。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
道路，但中国也再不能重复鸦片战争
以后在列强坚船利炮下被奴役被殖民
的历史悲剧。我们必须有足以自卫防
御的国防力量。

在回答关于中国周边外交政策
的问题时，习近平指出，远亲不如
近邻。从国与国的关系讲，朋友可
以选择，但邻居是无法选择的，要
世代相处下去。无论是从理智上还

是 从 感 情 上 ， 我 们 都 认 为 与 邻 为
善、以邻为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中国对周边国家坚持亲、诚、惠、
容的理念。当前，中国同周边国家
的关系总体是好的。我们主张通过
协商和对话妥善管控分歧，解决争
议。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
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
法权益。

彭丽媛、王沪宁、栗战书、杨洁
篪等出席。

演讲开始前，习近平会见了德
国 前 总 统 魏 茨 泽 克 、 前 总 理 施 密

特。习近平称赞他们长期关注和支
持中国发展，是中德关系开拓者和
推 动 者 ， 是 中 国 人 民 尊 重 的 老 朋
友。希望他们为推动中德关系继续
作出贡献。

魏茨泽克和施密特高度评价中国
的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为推动德中
友好合作尽心尽力。

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在德国总理默克尔丈夫绍尔陪同下来
到柏林音乐学院参观。彭丽媛观摩了
声乐课，并同师生交流，表示音乐是
人类共同的语言，希望两国音乐院校
加强交流。

本报德国杜塞尔多夫 3
月29日电 记者王宝锟 王

志远 谢飞报道：国家主席
习近平 29 日在杜塞尔多夫
会见德国北威州州长克拉
夫特。

习近平指出，北威州是
德国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
强的州之一，在中德贸易和
投资合作中地位重要。北威
州在经济转型、城市可持续
发展方面成效显著，双方可
以拓展合作。中方欢迎北威
州充分利用杜伊斯堡港的特
殊区位功能，积极参与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双方还要
密切人文交流，中方欢迎鲁
尔区博物馆于 2015 年举办
大型中国当代艺术联展。中
国将在杜塞尔多夫开设总领
馆。相信北威州同中国合作
将结出更多丰硕成果。

克拉夫特表示，北威州
同中国的交往与合作十分密
切。目前，800多家中国企业
在此落户，1000 多家北威州
企业在华投资。北威州愿加
强同中国的经贸、交通物流、
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为促进
德中关系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
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德国北威州州长克拉夫特

3月 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杜塞尔多夫会见德国北威州州长克拉夫特。

新华社记者 张 铎摄

3月 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杜塞尔多夫会见德国北威州州长克拉夫特。

新华社记者 张 铎摄

三月二十九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杜塞尔多夫会见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能源

部长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

。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