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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方 案 的 世 界 回 响
——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安理会决议之际

新华社记者 班 威

本版编辑 徐 胥

第25次到中国访问的
卡特彼勒公司集团总裁杜
乐谦近日在接受《经济日
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卡特彼勒将在中国继续追
加投资，力争为中国发展提
供最大化帮助，尤其愿意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杜乐谦表示，卡特彼勒
公司一直支持中国政府所
采取的一系列发展战略，这
些战略对实现长期且成功
的发展非常重要，尤其是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非常必
要的。卡特彼勒的理念契合
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我们
对中国有着长期的承诺，希
望与中国共同发展。

杜乐谦表示，卡特彼
勒是一个全球性公司，最
好的营商之道，就是在距
离市场和客户尽可能近的
地方来完成生产。我们可
以更好地了解客户的所需
所想，帮助他们更好地取
得成功。卡特彼勒生产的
很多机器设备尺寸都很
大，运输成本相当昂贵。因
此，公司会在美国继续已
有生产的同时，也会在中
国继续开展制造业工作。

杜乐谦告诉记者，卡
特彼勒致力于长期在华发展，截至目前已在中国经
营了40年，拥有超过1万名员工、27个生产厂、4个
研发中心。在中国本地设计产品、生产产品，培育发
展本地供应商，培养本地的领导人才。我们放眼长
远，真正地在中国打造一种商业模式，这是一种长期
承诺。中国市场非常重要，我们将继续与中国市场、
中国客户、中国经销商保持尽可能近的距离和关系。

杜乐谦表示，卡特彼勒非常支持“一带一路”
建设，已经和一些中国大型建筑企业密切配合，参
与了许多项目。例如，卡特彼勒和中国大型建筑企
业已经在非洲、南美洲承建了很多大型项目。卡特
彼勒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非常好的先天条
件。首先，可以生产工程机械设备；其次，拥有遍布
全球的经销网络，当中国的工程承包商走出国门
时，需要得到非常良好的本地服务，卡特彼勒遍布
这些地方的经销商可以用中文，甚至是中国员工
来为他们提供非常周到的服务。现在卡特彼勒的
这种全球经销商网络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欢迎
中国大型工程承包企业到当地开拓业务。

卡特彼勒公司集团总裁杜乐谦表示

将在中国继续追加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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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法国
财政部下属负责预算事务的国务秘书克里
斯蒂安·埃凯尔日前表示，法国 2016 年
社会保险金赤字为78亿欧元，为2002年
以来最低水平，较2015年减少了30亿欧
元，远低于 2016 年社保财政法案所规定
的 97 亿欧元。但该数字还是与去年 9 月
份法国社会保障公共基金委员会 （CC-
SS） 预测的 71 亿欧元存在一定差距，表
明当前法国社保体系赤字削减进程仍略慢
于预期。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家庭津贴是
法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三大支柱。其中，
失业保险及老年团结基金在近年占据越

来越重要的地位。就本次公布的数据而
言，在医疗保险部分，法国预算委员会
去年 9 月份预测该部分赤字将减少 17 亿
欧元，实际赤字为 41 亿欧元，有效控制
在法国医疗费用总额 1.75%规定的增速
之中，实现了在医药费用增长及老龄化
趋势下有效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目标。
在养老保险方面，老年团结基金支出费
用控制优于预期。在家庭津贴方面，该
部分费用在 2016 年仍出现赤字。克里斯
蒂安·埃凯尔预计，2016 年法国公共赤
字相对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约为 3.3%。法
国社保赤字的改善将有助于其总体公共
赤字缩减。

法社保赤字削减未达预期

欧 盟 将 于 3
月 25 日在意大利
首都罗马举行峰
会，预计欧盟各
成员国将对欧盟
一体化设想展开
进一步探讨。图
为欧盟委员会大
楼挂出罗马峰会
的宣传条幅。
本报驻布鲁塞尔
记者 陈 博摄

日月之行，星汉灿烂。
人类向何处去？这一宇宙之问，在经逢数

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今天，成为世界各国必须共
同应对的深刻命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的薪火代
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
芒熠熠生辉，是中国给出的响亮回答，展现出
中国领导人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博大胸襟和
历史担当。

3月17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
是首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中国理念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同，中国
智慧日益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破局：辨明潮流方向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
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他说，这个世界，各国
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
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
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回首以往，人类经历了血腥的战争、冷战
的对峙，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巨大的进步。进
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和平与发展取代丛林法则，成为世界潮流。

与此同时，“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局部冲
突此起彼伏，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
多，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不稳定、不确定成为
常态。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2017年1月
18日，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

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从历史和
哲学高度为世界释疑解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四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
100多次谈及“命运共同体”：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年年会上，提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四个坚
持”的实践路径；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
会上，阐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
路线图；在日内瓦万国宫，深刻、全面、系统地阐
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认为，“中国
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
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
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前无古人
的伟大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伟大创造。”

开拓：体现中国担当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四年来，中国从人
类共同发展的高度、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担
当，扎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蓝图的
实践。

——新型大国关系、周边命运共同体、亚
洲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
同体⋯⋯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平等相待、互商
互谅的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
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
中国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
的突出位置。从“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
车’”的开放姿态，到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

发展基金、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真正让
“一个都不能少”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在
实处。

——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落槌生效，时
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赞中国为协定的达
成、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十三五”规划中，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
要内容，践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
理念。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得
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一
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今年5月，中国将举
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实现“包
容和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顺利运行，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角色”
在全球金融合作中更加举足轻重，国际金融治
理体系更趋完善。

一个个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扎
实行动，讲述着“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的生
动故事。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克拉克所
感悟到的：中国与其合作伙伴能够共享和平与
繁荣，这就是命运共同体。

共振：汇聚人类力量

纽约，联合国总部广场前，193个会员国
的旗帜迎风飘扬。

3月17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
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继2月10日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决议后，

中国理念回声再起，在国际社会汇聚起越来越
多和平发展的希望和力量。

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主席
菲利普·查沃斯说，“从长远来看，世界各国和
联合国都会从这一理念中受益”，“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人着眼于人类长远利益
的远见卓识”。

思想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先导，是引领历史
进步的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获得
广泛关注和认同，在于其继承和维护以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
系，不搞穷兵黩武，抛弃零和博弈，奉行双赢、多
赢、共赢的新理念，契合世界各国对于发展的共
同诉求，在世界范围内激发“最大公约数”。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
斯·特里尔主编的《习近平复兴中国》一书评价
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纲领的全球治理体
系，展现了对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长远发展的
战略思考，也给国际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带来新
动力。

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人类
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而是
在同困难的不断斗争中砥砺前行。中国以自身
发展向世界证明，拥有不同信仰、制度和民族
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有序竞争，让共同利益
压倒分歧对立，让人类理性选择世界的未来。

“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习近平主席在
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演讲中，铿
锵有力地再次向全世界宣布，为和平、为发展，
中国将与世界同舟共济、携手向前。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