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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 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
强调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7 日在北京

出席 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演讲。

习近平首先指出，再过两周，中国农历虎年新春就要到

来。在中国文化中，虎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中国人常说生龙

活虎、龙腾虎跃。面对当前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如虎

添翼、虎虎生威，勇敢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险阻，全力扫除新

冠肺炎疫情阴霾，全力促进经济社会恢复发展，让希望的阳光

照亮人类！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

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

变。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如何战胜疫情？如何建设疫后世界？这是世界各国人民

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紧迫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强调，“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

世界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纵观

历史，人类正是在战胜一次次考验中成长、在克服一场场危机

中发展。我们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

流中发展。要善于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析中进行思考，又要

善于从细微处洞察事物的变化，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凝聚起战胜困难和挑战的强大力量。

第一，携手合作，聚力战胜疫情。事实再次表明，在全球性

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是乘坐在 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

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小船经不起风浪，巨舰才能顶住惊

涛骇浪。坚定信心、同舟共济，是战胜疫情的唯一正确道路。任

何相互掣肘，任何无端“甩锅”，都会贻误战机、干扰大局。世界

各国要加强国际抗疫合作，积极开展药物研发合作，共筑多重抗

疫防线，加快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特别是要用好疫苗这

个有力武器，确保疫苗公平分配，加快推进接种速度，弥合国际

“免疫鸿沟”，把生命健康守护好、把人民生活保障好。

第二，化解各类风险，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世界经济

正在走出低谷，但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我们要探索常态化疫

情防控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新动能、社会生活新模式、人员往来

新路径，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推

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走稳走实。世界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

主义，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推动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世界经济活力充分迸发出来。推

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实现复苏，必须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主

要经济体要树立共同体意识，强化系统观念，加强政策信息透

明和共享，协调好财政、货币政策目标、力度、节奏。主要发达

国家要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把控好政策外溢效应，避免给

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要发挥建设性作

用，凝聚国际共识，增强政策协同，防范系统性风险。

第三，跨越发展鸿沟，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全球发展进

程正在遭受严重冲击，人类发展指数 30 年来首次下降，一些

发展中国家因疫返贫、因疫生乱，发达国家也有很多人陷入

生活困境。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把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的突

出位置，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现有发展

合作机制协同增效，促进全球均衡发展。我们要坚持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发展框架内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

作，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

成果。发达经济体要率先履行减排责任，落实资金、技术支

持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

必要条件。全球发展倡议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公共产品。中

国愿同各方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倡议落地，努力不让任何一

个国家掉队。

第四，摒弃冷战思维，实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当今世界

并不太平，煽动仇恨、偏见的言论不绝于耳，由此产生的种种围

堵、打压甚至对抗对世界和平安全有百害而无一利。历史反复

证明，对抗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搞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谁也保护不了，最终只会损人害己。搞霸权霸

凌，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国家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分歧，但

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是无济于事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

是人间正道。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要在彼此尊重中共同发展、

在求同存异中合作共赢。我们要顺应历史大势，致力于稳定国

际秩序，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

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习近平强调，去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在国家建设发展和人

民生活改善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现在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总体发

展势头良好，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8%左右，实现了较

高增长和较低通胀的双重目标。虽然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变

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但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充满信心。中国

明确提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将为此在各方面进行努力。

——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永远

在路上。不论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中国都将高举改革开

放的旗帜。中国将继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国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体系，确保所有企业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在市场面前机会平

等。中国欢迎各种资本在中国合法依规经营，为中国发展发

挥积极作用。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拓展规

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经济不

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

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以

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力以赴加强污染防治，全力以赴改

善人民生产生活环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中国将

践信守诺、坚定推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可能毕其功于

一役。中国将破立并举、稳扎稳打，在推进新能源可靠替代

过程中逐步有序减少传统能源，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中国将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共同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演讲全文见二版）

1 月 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 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

美好世界》的演讲。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5 种少数民族文字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 5 种少数民族文字

版，近日由民族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0 年 1 月 13 日期间

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批示、指示、贺信等 92 篇，还收入

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 41 幅。全书分为 19 个专题，

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

伟大实践，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

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

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

（下转第二版）

（二版

）

殊为不易的

8 . 1 %

本报评论员

初步核算，2021 年国内生产

总值 1143670 亿元，按不变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 8.1%，两年平

均增长 5.1%。我国经济发展难

中求成，成绩得来殊为不易。

来之不易的 8.1%，是奋进的

标识。2021 年，我国沉着应对百

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经济

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

位，主要预期目标全面实现，构建

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

发展取得新成效，民生保障有力

有 效 ，“ 十 四 五 ”实 现 了 良 好 开

局。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

国内疫情散发等多重考验，中国

经济实现了 8.1%的同比增速，高

于 6%以上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

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

来之不易的 8.1%，有温暖的

民生。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我国

在不断发展中持续增进民生福

祉。2021 年，就业规模持续扩大，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269 万人，比

上年增加 83 万人，超额完成全年

1100 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1%，低

于 5.5%左右的预期目标。居民消

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0.9%，低于 3%左右的预期

目标。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128 元，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8.1%，与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

来之不易的 8.1%，是开放的

成效。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

流，但我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

心没有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

的决心没有变。2021 年，我国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外贸外资快

速增长，货物进出口总额再创历

史新高，外汇储备余额连续 8 个

月保持在 3.2 万亿美元以上。作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

恢复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

的贡献。2021 年，中国经济占全

球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 18%，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将达

25%左右，成为引领世界经济恢

复的重要力量。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

成。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

结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勠力

同心、艰苦奋斗的结果，进一步增

强了我们的发展信心和战胜困难

的勇气。2022 年，外部环境更趋

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经济发

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转弱三重压力，无论国际风云如

何变幻，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做好

自己的事情，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优 异 成 绩 迎 接 党 的 二 十 大

胜利召开。

同比增长 8.1%，两年平均增长 5.1%——

我国经济总量跃上 110 万亿元台阶
本报记者 熊 丽

2021 年中国经济年报 1 月 17 日正式发布。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1 年国内生产总

值（GDP）1143670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 8.1%，两年平均增长 5.1%。

“经济总量达到 110 万亿元，确实是一个标志

性事件，人均 GDP 也相应提高了。”国家统计局局

长宁吉喆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过去一

年，我国经济总量规模和人均水平持续提高，意味

着我国综合国力、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进一

步提升，也意味着我国发展的基础更牢、条件更优、

动力更足，同时也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2021 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

110 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

达 17.7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

占 全 球 经 济 比 重 预 计 超 过 18%。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80976 元，按年

平均汇率折算，达 12551 美元，突

破了 1.2 万美元。

“这一年，面对纷繁复杂的国

内国际形势和各种风险挑战，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

全局、沉着应对，经过全国上下共

同努力，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

双双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民经济

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已经

完成，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成效，‘十四五’实现了良好开局。”宁吉喆说。

——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2021 年，我国经

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名义 GDP 从 101 万亿元到 114

万亿元，增量约 13 万亿元。这个增量，按年均汇率

折算合 2 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上一个较大主要经

济体一年的经济总量。同时，我国全部工业和制造

业增加值已连续 10 多年居世界首位，货物贸易、外

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服务贸易、对外投资、国内消

费市场规模居世界第二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超过 8 万元，按年均汇率折算为 12551 美元，虽尚

未达到高收入国家人均水平下限，但逐年接近。初

步测算，2021 年世界人均 GDP 是 1.21 万美元左右，

已超过世界人均 GDP 水平。

——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我国主要工农

业产品产量继续位居世界前列。2021 年，粮食总

产量 1.3 万亿斤以上，谷物产量居世界第一，籽棉、

花生、肉类、茶叶、水果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工业方

面，220 多种主要产品产量都是世界第一。同时，

科技实力明显增强。2021 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

效量 359.7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到 7.5 件，比上年又提高了 1.2 件。

——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进 一 步 提 高 。 就 业 规

模 持 续 扩 大 ，2021 年 新 增 就 业 人 数 超 过

1200 万 。 （下转第三版）

（相关报道见十版、十一版）

把脉时代之变 擘画人间正道
（四版

）
勇于自我革命 赢得历史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