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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全球選舉大年，據媒體
不完全統計，2024年全球將有76個國
家／地區舉行大選。另一方面，2024年，
中國與多個國家的關係也將迎來重要節
點，中美建交45周年、中俄建交75周年、
中法建交60周年……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正進入一個可以更有作為的新階段。

中美關係關鍵落實元首會晤成果
2023年，中美關係跌宕起伏。

2024年，處於十字路口的中美關係將何
去何從，受到各方高度關注。專家指
出，中美關係有望繼續保持止跌企穩勢
頭，同時亦有因 「黑天鵝」 、 「灰犀
牛」 事件衝擊出現跌宕起伏的風險，關
鍵是要把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的成果不
折不扣地落到實處。

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舊金山舉行
歷史性會晤，達成了20多項重要共識和
多方面重要成果，開闢了面向未來的
「舊金山願景」 ，為實現中美關係的健
康、穩定、可持續發展指明了方向，規
劃了藍圖。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錢峰指
出，在元首外交領航把舵下，中美關係
通過舊金山會晤出現止跌企穩態勢。他
說，中國領導人在舊金山會晤中提出
「五個共同」 ，為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
澆築起五根支柱。

展望新的一年，北京大學國際關係
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王勇表示，2024年，中美關係有望繼續
保持止跌企穩勢頭。他說，中美關係框
架有望繼續穩定下來，中美將有計劃地
開展在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務實合作，
而中美雙方恢復軍事交流，將有利於避
免雙方發生擦槍走火等可能。

中國始終站在和平正義公理一邊
「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

期，亂變交織的國際局勢既面臨巨大的
風險，各種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事
件隨時可能發生，也蘊藏着時代之變之
下由亂到治的新機遇。」 錢峰認為，尤
其國際民眾盼望穩定發展，而中國長期
主持國際正義公道，始終站在和平正義
公理的一邊。

2024年，在俄烏衝突、巴以衝突
等全球熱點問題上，中國將繼續為停火
和談扮演積極角色；在諸如朝鮮半島等
周邊熱點問題上，中國將一如既往地發
揮建設性作用；在與周邊國家關係上，
中國將在維護自身合法利益的同時，努
力希望推動與印度、日本、菲律賓等國
的雙邊關係企穩並實現轉圜。

在與大國關係方面，錢峰預料，
2024年，中俄關係有望在政治、經貿、
安全、投資、能源、地方合作、人文等
領域繼續鞏固現有良好態勢，在互利原
則基礎上深化和拓展重點領域合作，提
升合作質量和水平，取得更多互利合作
成果。王勇判斷，中俄之間在能源開
發、北極、航天等領域的合作將進一步
取得進展。

2023年，中歐關係雖有所企穩，
但歐盟對華 「合作夥伴、競爭者、制度
性對手」 三重定位並未發生大的改變，
在一些領域還繼續呈現出合作面減少、
競爭面及對抗面增加的趨勢。錢峰建
議，2024年中歐應通過高層互訪和各領
域、各層級溝通，擴大青年、教育、旅
遊等人文交流，逐步促成形勢比人強的
局面。

過去一年，世界局勢動盪不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俄烏衝突的
硝煙還在瀰漫，巴以衝突又掀風雲，國際秩序失序風險持續增加，逆全
球化進程和保護主義不斷抬頭。2024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新征程
上，中國與多個國家也將迎來重要節點，中美建交45周年、中俄建交75
周年、中法建交60周年……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將進入一個可以更有作為
的新階段。中國將推動各國攜手應對挑戰、實現共同繁榮，推動世界走
向和平、安全、繁榮、進步的光明前景。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新節點新作為
攜手應對挑戰 實現共同繁榮 推動世界和平

大公報記者 葛沖

責任編輯：郭奕怡 美術編輯：葉錦秋

展望 之 大國外交

在中美關係
當中，確實存在

不少 「灰犀牛」 、 「黑天鵝」 的隱
憂。其中，尤為突出的就是台灣問
題。近年來，一方面， 「台獨」 危險
在上升，另一方面，美國又不斷打
「台灣牌」 ，嚴重破壞台海地區的和
平穩定。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曾指
出，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
心，在中國人心目中，台灣問題重於
泰山，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阻止
中美 「灰犀牛」 事件發生。

近年來，中美關係遭遇嚴重困
難，根源在於美方一些人看待中國、
看待中美關係時存在嚴重認知錯誤。
然而，儘管美國一些人抱着冷戰思
維，將中國視為 「戰略競爭對手」 ，
不斷推動所謂 「脫鈎斷鏈」 、 「去風
險」 ，但事實上中美雙方的發展進步
完全可以成為對方的機遇而不是挑
戰，兩國經濟互補性遠大於競爭性。

統計數據顯示，1979年，中美
雙邊貿易額不足25億美元，到2022
年已近7600億美元，雙向投資從近

乎為零到2600多億美元，友好省州
和友好城市關係已多達284對。2023
年，美中雙邊貿易額在困難中仍創歷
史新高。超過7萬家美企在華投資興
業，近90%在華業務實現盈利。

專家認為，2024年的中美關係
能否保持穩定，有賴於雙方的意願與
努力。中國駐美大使謝鋒強調，當務
之急，是要把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的
成果不折不扣地落到實處。希望美方
能夠和中方相向而行，言行一致，切
實履行承諾。

摒棄冷戰思維 中美可互為機遇

2024年，共建
「一帶一路」 將開

啟第二個金色十年。過去十年間，從
倡議到響應再到行動，中國提出的
「一帶一路」 倡議，吸引全球近五分
之四的國家和全世界超過八成的人口
加入 「朋友圈」 ，同享共同發展最大
「公約數」 。未來，專家
認為， 「一帶一路」 建設
的核心驅動力將是發展中
國家的深入互動與合作。

「一帶一路」 倡議是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提出
的國際合作倡議。目前發
展中國家人口佔全球約
80%左右，未來仍有進
一步上升趨勢，且大部分
發展中國家處於工業化初

期或中期階段，對於基礎設施建設的
需求量大，產業升級合作空間廣泛。
根據世界銀行分析，到2030年，僅
是 「一帶一路」 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
這一項，就將使全球760萬人擺脫極
端貧困、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

研究員劉華芹相信，未來共建 「一帶
一路」 將為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
合作提供新動力，也將為完善全球治
理做出積極貢獻。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的主要驅動
力缺失。北京師範大學 「一帶一路」
學院執行院長胡必亮撰文指出，未來

經濟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
量將發生改變，來自新興
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
力量，會逐漸成為新型經
濟全球化進程的主要驅動
力。清華大學 「一帶一
路」 研究院執行院長史志
欽教授相信，未來 「一帶
一路」 倡議的核心驅動力
亦將是發展中國家深入合
作。

互相尊重

深入互動

一帶一路啟新金色十年 新興經濟體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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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一場突
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席

捲全球，讓各國山水相隔。過去三年
間，大量傳統的 「面對面」 外交，轉成
線上的 「雲外交」 ，記者們也是常常各
種 「雲」 採訪。2023年，隨着疫情防控
進入常態化階段，中國外交重啟線下模
式，從開普敦、約翰內斯堡，到西安、
北京、上海，再到舊金山……到處都有
中國外交忙碌的身影。這一年，中國不
僅發展自己，也積極擁抱世界，擔當大
國責任。

年初，中俄元首會談共同擘畫兩國
關係發展藍圖。年底，中美元首舊金山
會晤，推動中美關係穩下來、好起來。
這一年，歐洲多國領導人先後訪華，向
外界表明， 「脫鈎斷鏈」 行不通。

這一年春天，在中方多次斡旋下，
伊朗和沙特這一對多年的中東 「宿敵」
在北京握手言和，恢復外交關係，為打
破中東僵局開闢了新路，為和平方式解
決矛盾紛爭提供樣板。

這一年，在烏克蘭問題上，中方積
極勸和促談，先後提出 「四個應該」
「四個共同」 「三點思考」 並發布立場
文件，給危機 「減壓」 、讓局勢 「降
溫」 ；面對新一輪巴以衝突，中方四處

奔走，堅決反對暴力升級，積極提供人
道主義援助，同安理會成員合力推動通
過了旨在加沙地帶實行緊急人道主義救
援、建立人道主義走廊的第2712號決
議，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道義和擔
當。

這一年的金秋時節，來自151個國
家和41個國際組織的新老朋友齊聚北
京，共同出席第三屆 「一帶一路」 國際
合作高峰論壇，談合作、商方案、繪藍
圖，形成458項成果和972億美元的商
業合作協議。

回首2023年的中國外交，有老友
相見歡，也有新的 「朋友圈」 ；展望
2024年，相信中國將繼續在全球點亮合
作共贏明燈，唱響和平發展主旋律。

積極擁抱世界 彰顯大國擔當
記者手記

2024年外交大事件（部分）

•中美建交45周年

•中俄建交75周年

•中法建交60周年

•博鰲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九次峰會

•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第三十一次非正
式會議

•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
十四次會議

•中非合作論壇第九屆部長
級會議

▲展望新的一年，中國願意帶動更多國家和地區，推動世界總體穩下來。圖為2023年1月22日，人們在文
萊觀看中國新年慶祝活動。 新華社

▲印尼乘客在雅加達和雅萬高鐵車組合
影。雅萬高鐵是中印尼合建的東南亞首
條高鐵。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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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8日，2023 「鼓嶺緣」中美民間友好論壇在
福州舉辦，中美各界人士植樹留念。 新華社


