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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在对
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
习近平 9 月 22 日接受了美国《华尔
街日报》书面采访，就中美关系、两
国在亚太及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合
作、两国人民交往、完善全球治理体
系、中国经济形势、中国全面深化改
革、外国企业在华投资、中国互联网
政策、反腐败等回答了提问。

在回答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完善全球治理结构等问题的
提问时，习近平指出，全球治理体系
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
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种
想法，也不会这样做。中国是现行
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
者，一直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和国际体系。

世界上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
随着世界不断发展变化，随着人类
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
益增多，有必要对全球治理体制机
制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这种改革
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
而是创新完善。“穷则变，变则通。”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世界，都需要
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持活力。推
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有效的方向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
普遍需求。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
着广泛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
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双
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也有利
于双方合作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
大挑战。

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国际合作。因此，我们应该
为国际发展事业作出贡献，很多发
展中国家朋友对中国提出了这方面
的强烈愿望。建立亚投行，主要是
为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
求以及亚洲各国在深化合作方面的
愿望。据世行、亚开行测算，2010
年到 2020 年，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缺口达 8000 亿美元。
亚投行可以为这种需求多提供一种
资金投入选择，因而受到亚洲国家
和国际社会欢迎。面对这么大的需
求，亚投行只是一个渠道，不可能包
打天下。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和包容
的多边开发机构，将同现有多边开
发银行相互补充。除了域内国家，
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也都加入了
亚投行。中方欢迎美国参与亚投
行，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这个态度。

我不认为世界上哪个国家可以
使全球治理结构向自己倾斜，也不
认为这样做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全
球治理结构如何完善，应该由各国
共同来决定。联合国马上就要举行
成立 70 周年系列峰会。中国愿同
广大成员国一道，推动建设以合作
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完善
全球治理结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在回答关于中国在处理地区和
国际事务的政策立场等问题的提问
时，习近平强调，中国奉行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愿意为维护世界
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努力。当

今世界，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在推动世界
经济复苏、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
点、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等
方面，中国都没有缺席。这是国际
社会的希望，也是中国的责任。

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地区
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存在广泛
共同利益。中方愿同美方携手应对
重大全球和地区性问题，已经做了
很多事，还将继续做下去。中美在
应对朝核、伊朗核、巴以和谈、南苏
丹、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一
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及全球性挑战
方面开展了密切协调和合作。当
然，中美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思路和
方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不同才能相
互补益，找到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在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时，中
国坚持平等、公平、正义，倡导以和
为贵，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政治解决
有关问题。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
应该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
立场和政策，说公道话，办公道事。
我们不赞成强行干涉别国内政，认
为很多事情应该商量着办。不管遇
到多么大的困难、多么复杂的情况，
国际社会都应该坚定信心，持之以
恒坚持和平努力。

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取得重大
成果，中美为此进行了共同努力。
这说明我们的主张和方法是有效
的。中方将同各方一道，推动全面
协议得到有效落实。

中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
场是坚定的、明确的，同时我们认为
应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半岛无核
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当前，半岛
局势复杂敏感。中方愿同美方及相
关各方继续就妥善处理半岛事务、
实现东北亚地区长治久安等问题保
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在回答关于中国梦、中国梦和美
国梦的异同等问题的提问时，习近平
指出，中国梦最根本的是实现中国人
民的美好生活。关于这个问题，需要
从 历 史 和 现 实 两 个 向 度 来 认 识 。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经
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动荡、外族
侵略、战争磨难，但中国人民始终自
强不息、顽强斗争，从未放弃对美好
梦想的向往和追求。看待当今中国，
一定要深刻认识中国近代以后所遭
受的民族苦难，一定要深刻认识这种
长期的民族苦难给中国人民精神世
界带来的深刻影响。所以我们说，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
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
人的梦。中国梦不是镜中花、水中
月，不是空洞的口号，其最深沉的根
基在中国人民心中。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
的梦想。有梦想才有希望。上次访
美时，我在艾奥瓦州马斯卡廷的老
朋友们也向我提起他们的梦想。我
深深感到，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
都对未来有着共同梦想：世界和平，
社会安宁，生活富足。当然，由于历
史文化、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梦、

美国梦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梦想内
涵不尽相同，实现的具体途径和方
式也可能不完全一样。条条大路通
罗马。各国人民对梦想的追求，不
论有什么异同，都是激励他们顽强
奋斗的强大动力，也为中美合作和
各国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

在回答关于南海、网络安全、维
系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等问题的提
问时，习近平强调，看待中美关系，
要看大局，不能只盯着两国之间的
分歧，正所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
小”。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
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
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这两个“大
块头”不合作，世界会怎样？历史和
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
则俱伤。2013 年夏天，我同奥巴马
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
举行会晤，作出共同构建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的战略抉择，其核心内容
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
作共赢。两年多来，围绕这一共识，
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日益深化，水
平不断提升，双方就几乎所有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及全球性挑战保持
着密切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事实证
明，中美两国利益已日趋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两国关系发展不仅造福
两国人民，也有力促进了亚太地区
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当然，一个家庭还会有这样那
样的矛盾，中美两国难免会存在一
些分歧。双方要相互理解、相互尊
重、聚同化异，尊重和照顾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对可以解决的
问题，双方要相向而行，共同努力
加以解决。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
题，要以建设性方式善加管控，防
止激化或升级，防止对两国总体关
系和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合作大局
造成干扰。

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领土，我们对此有着充足的历史和
法理依据。中国对南沙部分驻守岛
礁进行了相关建设和设施维护，不
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不应过度
解读。中方岛礁建设主要是为了改
善岛上人员工作生活条件，并提供
相应国际公共产品服务，也有助于
进一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

中 国 是 网 络 安 全 的 坚 定 维 护
者。中国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中
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
或支持企业从事窃取商业秘密行
为。不论是网络商业窃密，还是对
政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是违法
犯罪行为，都应该根据法律和相关
国际公约予以打击。中美双方在网
络安全上有共同关切，我们愿同美
方加强合作。

我将同奥巴马总统就双边关系
和国际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广泛
接触美国各界人士，共商进一步发
展中美关系大计。希望这次访问能
向国际社会发出中美加强合作、共
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积极信息。

在回答关于中国的国防政策等
问题的提问时，习近平指出，中国历
来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
的军事战略。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强调

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
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系列峰会抵达西雅图习近平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全文发布

习近平主席在回答《华尔街日

报》关于完善全球治理结构的提问

时，再次强调“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

一道，推动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的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结

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一回答，充分表明中国进行国际交

往、处理国际事务、构建国际新秩序

的基本主张，体现了中国坚决走和

平发展道路、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发

展的坚定决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蕴

涵于中国坚持的正确义利观。“四海

之内皆兄弟也”，讲信修睦、善待他

人、兼容并包、世界大同的传统哲学

思想，为中华民族塑造了敦厚平和

的气度，孕育了推己及人的文化，形

成了强不凌弱的禀性。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文明观，在中华 5000 年的文

化中滋养，在近代百年的战争苦难

中淬火，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现

代化进程中升华。习近平主席于

2013 年首访俄罗斯时提出建立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议

以来，在不同场合数十次提到“命运

共同体”的理念。这一超越民族国

家和意识形态的国际观、人类观，给

了我们一个把握和认识当今世界的

新视角，也是有利于各国人民长远

利益、有利于国际格局稳定的理性

选择。

回顾过去数百年间，不同国家和

国家集团之间为争夺国际权利和自身

利益，发生了数不清的战争与冲突，全

人类都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今天，

全球化快速发展，在“命运与共、唇齿

相依”的“地球村”中，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胡

子”，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

全，甚至是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

础上的自身安全。通盘考虑历史经纬

和现实状况，惟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以合作谋求和平，以可持续发展促

进可持续安全，才能消除战争滋生的

土壤，打造共同繁荣的新气象。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仅体现

于中国理念中，更体现于中国实践中。

从“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

路，到建设“一带一路”的部署；从弘扬

“万隆精神”，到搭建“和平稳定之桥”；

从“更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承诺，

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

丰富”的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已经贯穿于理念实践的方方面面。

中国不仅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更敞

开胸怀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快车”、共享

发展机遇，以实际行动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注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

量，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

构建命运共同体 打造繁荣新气象
平 言

新华社美国西雅图 9 月 22 日电 （记者周效政 李建敏 郝亚琳） 9 月 22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华盛顿州最大城市西雅图，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西雅图佩因国际机场。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美国总统奥巴马代表、华盛顿州州长英斯利和夫人，联邦政
府高级官员和西雅图市市长默里偕当地政要和各界友好人士来到舷梯前，热烈欢迎
习近平夫妇到访。当地儿童向习近平夫妇献上鲜花。

习近平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
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建交36年来，两国关系历经风雨，砥
砺前行，极大造福了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当前，中美两国利益交融更加密切，合作基础
更加坚实，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不断增多。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
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是符合时
代潮流的正确选择。我这次访问美国的目的，就是要加深两国人民友谊，拓展各领域务
实合作，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更大发展。我期待着同奥巴马总统就双边关系
和国际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广泛接触美国各界人士，共商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大计。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9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华盛顿州最大城市西雅图，开始对美国

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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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速放缓中把握趋势发现亮点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较前期有所下降。这其中，有

我国经济总量基数越来越大的因素，更有经济步入新
常态的原因。但判断宏观经济走势，不能只看速度，还
要看质量、看趋势，我国经济仍有亮点。

党的领导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
国企改革发展和企业党的建设始终是互补促进的

关系。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关键期”“深水区”，更要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
用，为国企改革顺利推进提供制度性保障。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中
共中央印发了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
线工作条例 （试行）》，自 2015 年
5月 18日起正式施行。

条例共分总则、组织领导与职
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民族工作、宗
教工作、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一战

线工作、港澳台海外统一战线工
作、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附则
等 10 章 46 条，明确了统一战线服
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方向原
则，规定了各领域统战工作的方针
政策。

统 一 战 线 作 为 党 的 总 路 线 总
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凝心

聚力、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重
要法宝。

今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国共
产 党 统 一 战 线 工 作 条 例 （ 试
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统
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

（《条例》全文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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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也到机场迎接。
西雅图是习近平美国之行的第一站。之后，习近平

还将前往华盛顿继续访问，并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
合国成立 70周年系列峰会。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9 月 22 日下午，国家主席
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奥巴马邀
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还将应联合国秘书长潘

基文邀请，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系
列峰会。

陪同习近平主席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
国务委员杨洁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