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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合作共赢伙伴

—
—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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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很高兴出席今天的峰会。在

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各国

领导人齐聚纽约，共商发展大

计，具有重要意义。

对各国人民而言，发展寄托

着生存和希望，象征着尊严和权

利。正是带着这个愿望，15 年

前，我们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

希 望 帮 助 亿 万 人 民 过 上 更 好

生活。

回首过去，我们经历了全球

经济持续增长，也承受了国际金

融危机严重冲击。我们见证了发

展中国家的崛起，也面对着南北

发展失衡的现实。我们既为 11

亿人民脱贫而深受鼓舞，也为 8

亿多人仍在挨饿而深为担忧。

环顾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要解决好

各种全球性挑战，包括最近发生

在欧洲的难民危机，根本出路在

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面对重

重挑战和道道难关，我们必须攥

紧发展这把钥匙。唯有发展，才

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

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

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热切向往。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本次峰会通过的 2015 年后

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描绘了新

愿景，为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新

机遇。我们应该以此为新起点，

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

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

各国共同发展。

——我们要争取公平的发

展，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各国

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

献者、受益者。不能一个国家发

展、其他国家不发展，一部分国

家发展、另一部分国家不发展。

各国能力和水平有差异，在同一

目标下，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

权，给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

的权利。

——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发

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在经

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要打开大门

搞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

围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动。各国要

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

放型经济，实现共商、共建、共

享。要尊重彼此的发展选择，相

互借鉴发展经验，让不同发展道

路交汇在成功的彼岸，让发展成

果为各国人民共享。

——我们要追求全面的发

展，让发展基础更加坚实。发展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在消除

贫困、保障民生的同时，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

人享有发展机遇、享有发展成果。要努力实现经济、社

会、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

——我们要促进创新的发展，让发展潜力充分释

放。创新带来生机，创新产生动力。发展中的问题只有

通过发展才能解决。各国要以改革创新激发发展潜力、

增强增长动力，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是一份高标准的任务单，也是

一份沉甸甸的承诺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倡

议，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落实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努力实现合

作共赢。

第一，增强各国发展能力。发

展归根到底要靠本国自身努力。中

国人讲：“量腹而受，量身而衣。”

各国要根据自身禀赋特点，制定适

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国际社会

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

根据他们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

提供支持和帮助。

第二，改善国际发展环境。和

平与发展相辅相成。各国要共同维

护国际和平，以和平促进发展，以

发展巩固和平。发展还需要良好外

部制度环境，国际金融机构要加快

治理改革，多边开发机构要增加发

展资源。

第三，优化发展伙伴关系。发

达国家应该及时兑现承诺、履行义

务，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南北合作主

渠道地位，深化南南合作和三方合

作，支持私营部门等利益攸关方在

伙伴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四，健全发展协调机制。各

国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避免

负面溢出效应。区域组织要加快一

体化进程，通过域内优势互补提升

整体竞争力。联合国要继续发挥领

导作用。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立

足自身国情，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发展道路。中国基本实现了千年发

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少了 4.39 亿，

在教育、卫生、妇女等领域取得显

著成就。中国发展不仅增进了 13

亿多中国人的福祉，也有力促进了

全球发展事业。

60 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

际发展合作，共向 166 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提供了近 4000 亿元人民币

援助，派遣 60 多万援助人员，其

中 700 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

献出了宝贵生命。

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持义

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同各国

一道为实现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作

出努力。为此，我宣布：

——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

助基金”，首期提供 20 亿美元，支

持发展中国家落实 2015 年后发展

议程。

——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

达国家投资，力争 2030 年达到 120

亿美元。

——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

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截至 2015 年底到期未

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

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

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

——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

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

中国也愿意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

发银行早日投入运营、发挥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

长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中国郑重承诺，以落实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为己

任，团结协作，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不断向前！

谢谢大家。

（新华社联合国9月26日电）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导人

本报华盛顿 9 月 25 日电 记者
黎越 高伟东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25 日在华盛顿国会山集体会见美国
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领导人。参议
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参议院少
数党领袖里德、众议长博纳、众议
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及两院主要委
员会负责人参加。

习近平指出，国会在美国政治
生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对美国外
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具有重要影
响。建交 36年来，中美关系取得了
历史性进展，这是中国历代领导集
体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历届政府
共同努力的结果，也离不开两国立
法机构支持。2013年，我同奥巴马
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以来，中
美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各领域
的协调与合作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这次访问期间，我同奥巴马总统举
行了坦诚深入会谈，同美国社会各
界广泛接触。双方同意继续深化两
国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加强
经贸、两军、人文、气候变化、发
展等领域以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
的合作。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把一个更
加美好的中美关系留给子孙后代。
这是中美双方应该长期为之努力的
目标。中美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
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两国关系如何
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
课题。中美关系发展要防止跌入所
谓大国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
阱”，要拓展合作、管控分歧，使
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两国人
民和世界人民。中美共同利益只会
扩大、不会减少，合作领域只会拓

宽、不会变窄。要正确看待中美之
间存在的分歧，并以建设性方式妥
善处理。

参 加 会 见 的 美 国 国 会 两 院 领
导人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
访问。他们表示，近年来，中国
的 发 展 取 得 了 令 人 瞩 目 的 成 就 。
美中关系也迅速发展，两国经济
联 系 日 益 紧 密 ， 双 方 在 气 候 变
化、发展等领域的合作有利于美
中两国和全世界。当前，美中关
系面临重要发展机遇，对世界产
生重要影响。美国国会愿为巩固
和深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发
挥积极作用。

双方还就中国经济形势、气候
变化、南海、人权、网络、投资环
境等交换了看法。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 近 平 出 席 拜 登 副 总 统 和
克里国务卿联合举行的欢迎午宴

本报华盛顿 9 月 25 日电 记者
黎越 高伟东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25 日出席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国务
卿克里在国务院联合举行的欢迎
午宴。

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是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
年。70 年前，中美两国并肩作战，
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捍卫了人类
和平、自由、正义。中国人民永远
不会忘记美国人民所给予的宝贵援
助。70 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
总体上不断向前发展，给两国人民
和世界人民带来许多福祉。展望未
来，中美两国应该增进战略互信，
实现和平相处，共同做大合作的

“蛋糕”，更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
国际社会。

习近平强调，我同奥巴马总统
坚定致力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在这一共识指引下，这次访问
达成丰硕成果，在投资、人文交
流、应对气候变化、多边事务协调
和合作等方面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这再一次向世界明确发出了中美加
强合作、共迎挑战的积极信号。我
相信，只要我们双方携手努力，锲
而不舍，就一定能够不断开创中美
关系新局面，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
世界人民。

拜登表示，近两天来，奥巴马总
统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多次坦诚深
入交谈，双方就增进互信、促进两国

各领域合作、妥善管控彼此分歧达
成广泛共识。美方重申，中国和平
发 展 将 对 世 界 产 生 正 面 、积 极 影
响。美中两国有着广泛共同利益。
两国之间尽管存在问题，但没有不
能解决的问题。两国之间也有竞
争，但这是健康的竞争关系，两国可
以借此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克里表示，美中两国在应对气候
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合作。两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
一、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两国
合作的成效远大于其他国家。美中两
国只要开诚布公、求同存异，完全可
以克服分歧，取得更大合作成就。

彭丽媛、王沪宁、栗战书、杨洁
篪等参加上述活动。

9月 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国会山集体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领导人。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9月 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克里在国务院联合举行的欢迎午宴。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新华社巴黎 9 月 26 日电 （记

者韩冰 张雪飞） 法国外交部长
法比尤斯 26 日对《中美元首气候变
化联合声明》表示欢迎，称该声明有
利于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

法比尤斯在新闻公报中说，在距
离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约两个
月之际，这一声明的发表传递了中美
两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强烈信号，
有助于调动气候谈判各方的积极性。

法比尤斯说，他“尤其高兴”的
是，《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强调了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战略，这
一战略有利于各国经济在本世纪末
之前变得更加低碳和可持续。

法比尤斯认为，声明中所包含
的中国于 2017 年启动全国碳排放
交易体系、美国在电力和交通等领
域继续减少碳排放等内容，反映出
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正在

加速采取具体措施。此外，加大技术
研发投入等内容有助于应对气候变
化政策的落实。

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中，中国宣布拿出 200 亿元人民
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
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法比尤斯对此表示欢迎。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将于今年 11
月 30日至 12月 11日举行。

本 报 联 合 国 电 记 者 张 伟 报
道：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25 日通
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赞赏习近平
主 席 对 美 国 进 行 国 事 访 问 期 间
发 表 的 中 美 元 首 气 候 变 化 联 合
声明。

声 明说，潘基文赞赏中美两
国当天联合宣布各自国家旨在应
对 气 候 变 化 将 采 取 的 重 要 步 骤 ，
认为此举有助于今年在巴黎达成

一个普遍的、有意义的协议，进
一步显示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
体向低碳未来转型时“共同的认
识和郑重”。

中国计划于 2017 年启动全国
碳排放交易体系，并宣布拿出 200
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
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声明说，这将改
善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福祉，并将为

全世界最贫穷、最脆弱的人们带来
切实的利益。

潘基文也欢迎美方重申其大量
减排的承诺，及其向绿色气候基金
注资的承诺。

潘基文在声明中说，联合声明
为在巴黎达成一个全面气候变化协
议提供了强大的领导力和动力，而
这一协议将能使世界走上一条更加
安全和可持续的道路。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赞赏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法国外长：

中 美 元 首 气 候 变 化 联 合 声 明
有利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