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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军事新闻发布机制，全面客观向国内外介绍说

明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情况。2011年4月，建立国防部
月度例行记者会制度，定期发布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信
息。2012年以来，围绕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裁减军队
员额等重大事项，召开多场专题新闻发布会。组织近百
家中外媒体多次赴部队、军事院校参观采访。2015年5
月，“国防部发布”官方微博微信正式开通，关注人数已达
600余万。

推动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架构

2001年6月，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
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合作
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
的综合性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形成互信、互利、平等、协
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推动构
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为
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2017年6月，上海合作
组织首次扩员，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2018年4月，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首次国防部
长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持续加强防务安全领域交
流合作，举行“和平使命”系列演习，举办“和平号角”军乐
节，深化睦邻友好和战略互信，加强军事文化交流，增进
成员国团结友谊。

中国积极支持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机制建
设，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为
构建亚洲地区安全合作架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本着开放包容、务实合作的原则，积极参加东盟
防长扩大会、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雅加达国
际防务对话会、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等多边对话和合作机
制，常态化举行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建设性提出
加强地区防务安全合作的倡议。2018 年 10 月，举行中
国－东盟“海上联演－2018”演习，这是中国军队与东盟
国家军队首次举行海上演习，彰显了中国同东盟国家致
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搭建北京香
山论坛交流平台。2014年，香山论坛升级为“一轨半”国
际安全和防务对话平台。2018年10月，香山论坛更名为
北京香山论坛，来自67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的500余
名代表参加论坛，共同探讨应对地区安全威胁和挑战的
新思路新途径，为促进亚太地区安全对话和互信合作发
挥了积极作用。

妥善处理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端

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
争端。中国已经同14个陆上邻国中的12个国家解决了
陆地边界问题，同周边8个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中国把管控分歧、增进互信作为维护周边稳定的重
要内容，倡议建立中国－东盟防长热线，同越南、韩国分
别建立国防部直通电话，定期或不定期同陆地接壤国家
军队开展电话传真联系、边境会谈会晤、联合巡逻等。
2014 年以来，中国同越南先后举行 5 次边境高层会晤。
中印两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开展高层访问沟通，
推动建立边防热线电话和边境管控、边防交流机制。
201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同菲律宾加强海上安全对话，
双方重回通过友好协商处理南海问题的正确轨道。2018
年5月，中日两国防务部门签署海空联络机制备忘录并
于6月启动运行该机制。

中国同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加强海上安全务实
合作，推进地区安全机制建设，努力将南海打造成为和平
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积极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

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和行动
的主要出资国之一，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出兵
国。截至2018年12月，中国军队已累计参加24项联合
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3.9万余人次，13名中国
军人牺牲在维和一线。中国军队在维和任务区新建、修
复道路1.3万余千米，排除地雷及各类未爆物10342枚；
运送物资135万余吨，运输总里程1300 万余千米；接诊
病人17万余人次；完成武装护卫、长短途巡逻等任务300
余次。

2015年9月，中国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
制，建设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2017年9月，中国
完成维和待命部队在联合国的一级待命注册工作。2018
年10月，13支一级待命分队全部高标准通过联合国组织
的考核评估，晋升至二级待命状态。2019年2月，联合国
将上述13支二级待命状态分队中的5支分队提升至三级
待命状态。中国积极为各国培训维和人员，目前已经为
数十个国家培训了1500余名维和人员。2018年12月，
2506名中国官兵在联合国7个任务区及联合国维和行动
部执行任务。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政府于2008年12
月起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常态
化护航行动，与多国护航力量进行合作，共同维护国际海
上通道安全。10年来，中国海军常态部署3至4艘舰艇
执行护航任务，共派出31批100余艘次舰艇、2.6万余名
官兵，为6600余艘中外船舶提供安全保护，解救、接护、
救助遇险船舶70余艘。

中国军队积极参加国际灾难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
派遣专业救援力量赴受灾国救援减灾，提供救援物资和
医疗救助，加强救援减灾国际交流。2012年以来，组织
或参加马航MH370失联航班搜救、菲律宾“海燕”台风救
援、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马尔代夫水荒救援、尼泊尔抗
震救灾、老挝水灾溃坝救援等多项行动。中国海军“和平
方舟”号医院船服役10年来，执行7次“和谐使命”任务，
共访问43个国家，为到访国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组织医
学交流，惠及民众23万余人次。

中国积极开展国际和地区反恐合作。加强上海合作
组织框架内的国际反恐合作，组织开展反恐联合演习，打
击非法贩运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合作查明和切断人员
渗透渠道，推动国际反恐情报交流共享。主办以反恐为
主题的“长城”国际论坛，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反恐工
作组、全球反恐论坛等多边反恐机制。同有关国家举行
双边反恐磋商。推动创建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塔吉
克斯坦四国军队反恐合作协调机制，举行两届军队高级
领导人会议，开展反恐交流合作，积极维护地区安全。

结束语

和平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
恒主题。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安全挑战，面对人类发
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中国坚信，称霸扩张终将
失败，安全繁荣应该共享。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各国人民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将沿
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宏
伟目标奋勇前进。中国军队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战胜一
切威胁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
强战略支撑，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