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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联合国将庆祝成立75周年。
75年来，联合国始终肩负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的使命，为全人类谋福祉。作为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中国为推进全球治理、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发挥着
重要作用。联合国见证了中国一路辛勤耕
耘、积极作为的历程，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
业中汇入了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中国担当。

铸剑为犁 维护世界和平

2015年9月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
习近平主席登上联合国讲坛，倡议构建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总路
径，为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理念，开辟了
新愿景，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和认同。
习近平主席强调的“让铸剑为犁、永不再战
的理念深植人心，让发展繁荣、公平正义的理
念践行人间”，道出了世界人民的普遍心声。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75年前，为了维护
和平的国际秩序，联合国应运而生。75年
来，为了人类的福祉，联合国从未放弃对和平
的追求。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中国以史为鉴、维护和平，面对
不断变幻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的地区局势，用
实际行动展现大国担当。

自1990年中国首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
组织派出军事观察员以来，中国军队已累计
派出维和人员4万余人次，先后参加了26项
联合国维和行动。如今，中国是安理会5个
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数最多的国家，也
是联合国维和摊款第二大出资国。2015年，
中国宣布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
工作。中国还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
机制，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立
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

中国目前有2500余名维和人员在9个
任务区执行任务，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穆
罕默德·班迪说：“在人员和资金方面，中国在
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维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这是联
合国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贡献的普遍赞誉。

精准扶贫 树立成功典范

2015 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到期，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启动。在联合国确

定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消除贫困居首
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
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为
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按照世界银
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改革开
放40多年来，中国让8亿多贫困人口脱贫，对
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是全球最早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的“精
准扶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主任豪尔赫·切迪克
认为，中国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和脱贫攻坚
目标，成功地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为世界特
别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中国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中国
式减贫”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研究样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指
出，中国不仅致力于自身发展，还通过“一带
一路”倡议，打造未来国际合作和经济发展的
新前景。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一带一
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约760万人摆脱极端
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合作抗疫 守护共同家园

今年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蔓延全球，给世界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严
重威胁，并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
击。古特雷斯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以
来最大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呼吁各
国团结一心，共同抗击疫情。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说，在
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远见至关重要，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富有远见、内涵深刻，在各国抗
疫的当下，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急需的新思维
方式，传递了巨大希望”。

在世界发展面临新挑战的关键时刻，中
国再次挺身而出，全力推动国际抗疫合作，为
全球战“疫”注入信心与力量。疫情发生之
后，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在
全球抗疫中发挥领导作用，与联合国有关机
构等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合作，并通过提
供国际援助等方式支持出现疫情的国家抗击
疫情。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表示：“中
国同其他国家携手抗疫，真诚开展国际合作
和互助，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彰显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结合自身抗疫的成功实践，为全球
抗疫提供了诸多宝贵经验。同时，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基础上，中国适时启动复工复产，推
动经济逐步重回增长轨道，为确保全球抗疫

物资生产链和供应链有效运转以及推动世界
经济尽快复苏作出重要贡献。《俄罗斯报》网
站评论说：“中国经济的恢复为全球生产和供
应链稳定提供了强大动力。”

力促发展 开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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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习近平主席
在联合国讲坛郑重宣示。今天，中国继续践
行自己的诺言，为全球发展不断作出贡献。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为联合国发
展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通过“一带一
路”倡议、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
产品；通过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
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基金等，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贫与发展合作
项目，为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贡献力量。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
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抗疫斗争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古特雷斯赞扬，中国是“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带
头人”，是“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支柱”。

9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中国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

辞，倡议各国携手努力、共克时
艰，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在
当今世界经济大循环中，中国这台

“发展引擎”的动能是否强劲，直接
影响到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国第
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成为疫情发
生以来率先从衰退中复苏的主要经济体，为
全球抗疫和经济复苏提供重要助力。德国
《明镜》周刊网站评论说：“中国的增长机器再
次像新冠肺炎疫情之前那样轰鸣起来。没有
其他哪个大国能做到这一点。”

9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中国关
于联合国成立75周年立场文件》指出，国际
社会应以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为重要契
机，共同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抵
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支持
多边主义，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
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愿同世界各国
一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联合国
的作用只能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必须捍卫。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将不断发
挥重要引领作用，作出积极贡献。人们相信，
只要国际社会坚持和弘扬多边主义，共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就将迎来和平与发
展更美好的未来。

中国贡献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本报记者 高伟东

构建命运共同体 世界需要联合国
□ 翁东辉

2020 年将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
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造成了严重的
经济社会影响。同时，逆全球化、保守主义、
单边主义声浪甚嚣尘上，给世界带来了混乱
和无序。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迎来
了联合国成立75周年。

75年来，联合国作为全球多边合作平台
和稳定的国际体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特别是在今天，世界需要联合国，世界
各国也只有在联合国这一国际合作平台上共
同应对挑战，一致努力战胜疫情，才能恢复经
济增长、建设更美好的未来。第75届联大主
席博兹克尔呼吁，国际社会应坚定捍卫多边
体系，秉持《联合国宪章》精神，应对人类共同
面临的各种挑战。

当前，最大的挑战是缺乏团结合作的信
心。人们遗憾地看到，在更加需要集体行动

共同抗疫的危急关头，有些国家对全球合作的
支持在减弱，怀疑和不信任在增强。特别是某
些大国无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大搞单
边主义和霸凌行径，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动辄以
武力、制裁相威胁，不断挑起意识形态对立和不
同文明间的冲突。一些政客更是执着于冷战思
维，热心对抗，致使大国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这
不仅严重冲击了现行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进
程，也损害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发展
空间。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危机当前，各国有责
任加强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多边合作
信念，更应坚定地捍卫多边主义，抵制单边主
义，树立人们对联合国的信心。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自始至终坚定捍
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中国外
交部日前发布的《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75周年
立场文件》，充分体现了中国立场和中国态度，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称赞说，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主要参与

者和坚定支持者，也是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支
柱，发挥着核心作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是中国对世界
的重大贡献，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中
国高举和平发展大旗，积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振兴的大势没有改变，世界走向
多极化的大势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前
行的大势也没有改变。中国始终支持联合国在国
际和平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支持落实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为联合国应对全球和平与发展挑
战提供强有力支撑。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是第一个在联合
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的崇高
理想，不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伟大事业向前发
展，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
形势下，中国将继续履行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
当，作出大国贡献，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为世
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添砖加瓦。

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世

界卫生组织多次呼吁各国团结一心，共同抗
击疫情。疫情发生后，中国及时向世界分享
相关信息和经验，坚定支持联合国和世界卫
生组织在全球抗疫中发挥领导作用，并结合
自身抗疫成功实践，为全球抗疫提供了诸多
宝贵经验。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中国适时
启动复工复产，推动经济逐步重回增长轨
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称，中国将是
今年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
体，并将为世界经济尽快复苏注入强心剂。

75年弹指一挥间，联合国似乎又走到了
十字路口。人类将面对什么样的世界、世界
需要什么样的联合国等重大问题，又摆在了
我们面前，需要全体地球村村民作出明确回
答。尽管1945年之后的国际秩序今非昔比，
但联合国主导和平与发展的核心地位没有
变，联合国仍然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合法性。
我们应以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为契机，重
温联合国的初心使命，凝聚世界各国的共识，
展望后疫情时代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本报记者 施普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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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总部外的联合国旗和会员国国旗。 （新华社发）

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资料照片）

1971年10月25日，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国代表
团团长乔冠华开怀大笑。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